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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1938~ 1998年在内蒙古半荒漠区约 11万 kn】 的调查区域内共设置 259十样方，布放有效夹 日 191109十，捕获 

啃齿动物 19种。在此基础上，甩其捕获率作为分类量纲 ， 样方一种的捕获率组成 259×19的原始数据矩阵t应 用快建囊 

类法进行鼠类群落划分，根据分类结果．并结音调查 区域内各种地带性植被的特点将该地区啮齿动蜘划分为 9十 不同的 

鼠类群落。即群落 I：戈壁五趾跳 鼠+五趾跳 鼠+长爪沙 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半荒漠区内典型 的高平原，丘陵荒漠草原 } 

群落 I 三趾跳鼠+于年抄鼠+小毛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沙地 ，主要分布于阴山北薏的覆沙地带 ；群落 I}草原黄鼠+ 

五趾雕鼠+长爪鼠群落．群落生境为半荒漠区内平原丘陵典型草原和 山地典型草原{群落 11／：赤颊黄 鼠+黑线毛足鼠+ 

五趾跳 鼠群落，群落生境为戈壁针茅 隐于草草原 }群落 V 戈壁五趾跳鼠+三趾跳鼠+蒙古羽尾耽鼠群落．群落 生境为草 

原化荒漠 ，主要 强旱生灌木和半穗木组 成；群落 Ⅵ：黑线仓鼠+长爪沙鼠+小毛足鼠群落，群落生境为人工草地厦朗山 

北麓山璜种植葬麦和莜麦的农田}群落 Ⅶ：小毛足鼠+三趾雕鼠+长爪沙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典型荒漠草原重度退化的 

短花针茅冷蒿草场}群落1／1：长尾仓鼠+大林姬鼠+擦背艇群落．群落生境为明山山脉中段的敬生#地 如五当召、犬桦背 

及蛮汉山}群落 Ⅸ：五趾跳鼠+草原黄鼠+黑线毛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荒漠草原内的丘问低地和 隐域性草甸．同时果甩 

S~nnon．Wiener多样性指教( )和 Pielou(i930)的均匀性指数( )进行丁各群落 间的比较分析 f结果发现群落 I的多 

样性指数最高达 2 4915．同时其均匀性 指数／d )也高，为 0．8412 说明在内蒙古半荒漠区域内典型的高平原，丘陵荒漠草 

原处于荒漠与草原过菠带，在生态系统或群落交错区内其 鼠类群落的多样性是很高的。而且鼠种分布 的均匀程度也是高 

的 多样性指教最低的为群落 v为0．8194．其均 匀性指数也是最低的只有 0_3532，一方面说明在半荒漠区内荒漠化草原 

鼠类群落的多样性较低，同时也表明该群落鼠种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此群落中不同种十体数量占总体数量的比例相差 

竟高达 275 5倍 

关t调 ，内蒙古半荒漠区}啮齿动物群落 分类 }多样性 

Classification and diversity of rodent communities in semi—arid 

region of Inner M ongolia 

WU Xiao—Dong，XUE He—Ru，SU ji—An，SHI Da—Zhao，WANG Wan—Zhong (／nner Mongolin 

Institute ofAgrqtu2ture and AnimalHusbandry，lduhhotl~nerMongolia 010019，Chin) 

Abstract：An investigation of rodent community in the semiarid region of Inner Mongolm was conducted 

from 1988 to 1993 using the trap night method and the fast cluster method with trap ratio as classificatory 

dimension．Based on the results of classfficating and differem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odent c0mmu— 

nities in the region were divided into 9 types．Shannon—W iener diversity ind ex and Pielou evenness of the 

different coi~munities were compar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versity index of com~unity 1 waft 

the highest(2．4315)．Its evenness index was 0．8412．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odent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rodent species distrihutior,were very high in the interlock region of the*typ1ca|p|ateau and  

the hilly in the transitiorral zone of desert and steppe of Inner Mongolia semi—arid region．The divers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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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ness in this community were the lowest(0．8134 and 0．3522)．It indicat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the corn 

munity of desert steppe was low and rodent distribution was uneven． 

Key words：semi—arid region in Inner M ongolialrodent community~classificationtdiversity 

文章缩号 ：1000—0933(1999)05 0737—07 中里分类号 ；$764．5 文献标识玛：A 

啮齿动物群落的研究 ，对 于了解 自然生物群落 的起源、发展 、各种静态和动态的特征 及群落的相互 

关系，特别是深入了解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为台理利用资源 ，保护 自然环境 、防治鼠害都具有突出的理 

论和实际意义 。由于内蒙古半荒漠地 区啮齿动物地带性群落的分类及其多样性研究 ，尚未见报道，因此 

作者用 5a的时间(1 988～1993年)对内蒙古半荒漠 区的啮齿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研究。 

1 自然环境与工作方法 

内蒙古半荒漠地 区的狭义是指典型荒漠与草原化荒漠的过渡带 ，广义则包括典型草原与典型荒漠间 

的广大地 区，本文研究的地域属于广义的半荒漠 。其地理范围包括锝林郭勒西北部 、乌兰察布高原的中西 

部和巴彦淖尔的中北部。行政 区划包括锝盟的东苏、西苏、二连 ，乌盟的察右后旗、凉城县，包头市的这茂 

旗、固阳县、土右旗及包头郊 区、巴盟的乌前旗和乌中旗 ，呼市的武 川县、伊盟的杭锦旗。包括了内蒙古境内 

的温性荒漠草原类和温性草原化荒漠类的各类草地 。属内蒙古干旱区，年降雨量在 100～250ram之间 ·冬 

严寒、夏炎热，年均气温为 2~5"C，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地貌形态单调，海拔南高 北低在 1000 1400m 之 

间，草地植被以旱生丛生的石生针茅(Stipa klemenzii)、戈壁针茅 (s．gobica)、短花针茅( ．breviflova)及无 

芒隐子草(Kengia songarica)、碱韭 (Allium polyhizum)等为建群种。其中包括了众多的草原类型如石生针 

茅 无芒隐子草草地型 ，该类型分布于锝林郭勒盟西北部 ，向西延伸至乌兰察布北部的广阔地 区，高平原的 

特点形成该草地的地貌景观，海拔 1000~1200m，土壤 为栗钙土和暗棕钙土 ，土层较厚，地表有少量粗砂和 

碎砾石 {短花针 茅、玲蒿(Artemisia l厂r培ida)草地型 ．为典型草原 向荒漠草原过 渡的一十类型 t主要分布在 

乌兰察 布东中部，生境条件较其它荒漠草原草地型优越 ，草群种类成分也 比较丰富；分布于阴山山脉的荒 

漠草原亚类中戈壁针茅、蓍状亚菊(Ajania achilleoides)草地 型分布于乌拉山，海拔 1500m，坡度较陡 ，土壤 

为山地淡栗钙土，质地较粗 ，有不同程度石质化和沙化，地表覆盖着粗砂和砾石；沙地草原亚类的油蒿(At— 

timi~n。r如 c )杂类草草地型分布于阴山北麓的覆抄地带 ，土壤为风沙土 ，油蒿为群 落的建群种 ，分布在 

固定、半固定抄地上 ，耐干旱 、贫痔和抄埋 ，对抄地起着重要固抄作用 ；草原化荒漠集中分布于乌兰察布西 

北部及 乌拉特 中、后旗 ， 强旱生 灌木和半 灌木 为主，有藏锦 鸡儿 (Caragana tibetica)、短角锦 鸡几 (c． 

brachypoda)．柠条锦鸡JL(c．korshiskii)、绵刺(Potaninia mongolia)等，1年生植物在草群中占比重大 ]。 

在此广阔的区域 内，采用以夹日法为主的调查方法 ，夹距 5m，行距 50m，花生米作诱饵 ，布夹一昼夜 内 

检查两次，对所捕获 鼠类均进行测量、称重 ，并逐一检查其繁殖状况及 胃容物 。在约 l1万 km 的调查区域 

内共布放 259十样地 ，样地数量确定主要考虑到该地 区的地貌 、地形和植被分布的变化较大，群落的变化 

是在一个大地域 内连续变化的过程，主要根据各地草原部门提供的草场分布和 植被类型圉初步确定取样 

数为 2∞～300十 ，实际调查中完成 259十样地。取样的数量基本古盖了该 区域内各种类型的植被和地貌 

地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主要样地分布见圉 1。分析这一地域啮齿动物群落在空间范围内的变化，在如此 

广大的地域 内进行群落调查要想在一年 内完成 ，叉要保证取 样较全面的代表性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每年的 

月份 (季节)上求得一致。因此调查时间确定在每年的 5～8月，过早或过迟由于冬眠鼠类的出蛰时间及当 

地的雨季使野外调查工作受到影响 样地面积为 1．25～25hm 。用各样方每种鼠的捕获率组成样方一种 多度 

原始数据矩阵，采用SAS系统的快速聚类法进行群落的初步分类，根据分类结果结合该区域内地貌、地形 

和植被类型的特征 ，确定啮齿动物的群落类型井进行群落的多样性 比较 。 

应用系统聚类研究啮齿动物群落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l{。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报道应用系统聚类 

中的等级聚类中的各种方法对群落进行聚类分析。应用非等级聚类技术，特别是应用快速聚类法对群落进 

行分析报道较步n =过去由于动态聚类的计算过 于复杂，在生态学上特别是动物生态学上应用不多 ” 。 

因为大多数等级聚类方法有着非线性的对计算机的要求 ，从而对大型数据集代价很高，所以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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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问题的．在任何情况 F．对多于 50个或者再 

多到 100个实体(样本 )的等级划分其显示或归并 

都是困难的 ，所 以等级分类在多数情况下限制在 50 

最 多 100个样方 “一。 

Everitt指出等级聚类分析有意 义组分节点的 

确定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非等级分类对于大型 

数据快速的最初分类是有用的．这拌的聚类减轻随 

机干扰。辨别分离样 方并且化约重复性 ，产 生数量 

大为减少的复合拌本 群落调查中由于重复取样 

获得的大量样本在 系统聚类 中最早的 些台井可 

能是无信息的 ，它仅能起到 归并重复样方的作用 ， 

调查的区域面积很大 +取拌数量多 ，其 中重复取拌 

较高．因而快速聚类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较好 

的 办法 

个内蒙!半 漠 群落 查 样地示意 2结果与分析 
， ． ， ． 车次调查共捕获啮齿 动物 19种．其数量及组 

成 比例为 ：五趾 跳鼠 657只。占 17．39 }小毛足 鼠 

583，q，占 15．4 ；三趾跳 鼠 506只．占 1 3．39 }戈壁五趾跳 鼠 387只，占 10．24 ；草原黄 鼠 324只 ，占 

8．58％ }子午抄 鼠 299只，占 7．91 }长爪 沙鼠 257只t占 6．8 ；黑线仓鼠 185只，占 4．9 ；黑线 毛足 鼠 

142只，占 3．76 ；长尾仓 鼠 124其，占 3。31 ；短尾仓鼠 108只，占 2．86 ；大林姬 鼠 70只 ，占 1．85 ；花 

鼠30只；占 0．79 }赤颊黄鼠 28只，占0．74 }小家鼠25只，占 0．66 ；棕背j旺l8只 占 0．48 }大家鼠 

17只，占 0．45 ；蒙古羽尾跳 鼠 12只 ，占 0．32 ；社 鼠 5只。占 0．13 。 

根据分类结果井结合当地植被地带性及生境特征t将该地区鼠类划分为9个群落，结果见表 1。 

I 戈壁五趾跳鼠十五趾跳 鼠+长爪抄 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内蒙古半荒漠区典型的高平原、丘陵荒漠 

草原，其地理跨度大，分布于锡盟的西北部向西延伸至乌兰察布的北部及东中部的广阔地 区。主要为石 生 

针茅。无艺隐子草和短 花针 茅、冷蒿草地型 ，同时 区域 内多处赦开垦为农 田，群落 鼠种的多样性很丰富 。由 

18种鼠类组成 t荒漠草原的典型 鼠类戈壁五趾跳鼠的捕获率为 1．2328 ．其捕获量不高 (6．66 ) 而五趾 

跪鼠和长爪水鼠的捕获量较高(分别为 27．12 和 l3．3l )，特别是五趾跳 鼠在群落 中分布均匀。 

I 三趾跳鼠+子午沙鼠+小毛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沙地．主要分布于乌兰察布 田山北麓的覆沙地 

带 ，在库布其沙漠和浑善达克沙地更为典型。土壤为风沙土 以油蒿杂类草草地型为主 ，油蒿为群落的建群 

种。草地植被组成简单．主要伴生植物有沙生冰草(Agrophron des~rtorun)、沙生针茅(Stipa glareosa)、无芒 

隐子草、沙鞭(PsammocMoa villosa)、沙蓬(Agriophyttum squarrosum)等，群落由1 2种鼠类组成。但三趾跳 

鼠、子午沙鼠和小毛足 鼠的捕获率均较高，分别为 1．42 、1．32 和 1．1 。三者的捕获量占该群落 鼠种捕 

获量的 63．97 。五趾跳 鼠和长爪沙鼠在群落 中也较常见 。 

_ 草原黄鼠+五趾跪鼠+长爪沙 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丘陵典型草原和山地典型草原，主要分布于 四 

子王旗 ，达茂旗及阴山山脉中段的山前丘陵地带 ，海拔高平原为 1500m左右 ，山地可达 1700~1900m，生境 

条件较干旱 ．土壤 为栗钙土，比较簿 ．草地植被 以旱 生小半蒲木和丛 生禾草 为主 。建群种有玲蒿 、百里 香 

(Thymus serphttum vat：．mongolicum)。小叶锦鸡)L(Caraganamicrophylla)、克氏针茅 (Stipa krylovii)、糙 隐 

子草(Kengia squarrosa)等，其中平原丘陵的冷蒿克氏针茅草地蛩因过牧或风蚀严重。玲蒿替代针茅而占优 

势 。形成放牧条件下相当稳定的玲蒿草地 该群落 由 11种鼠类组成，草原黄 鼠为优势种，捕获率达 2．96 。 

其捕获量占总捕鼠数的一半以上。高达 62．67 五趾跳鼠和长爪沙鼠为群落的常见种 。在 山地典型草原， 

长尾仓 鼠也较常见 。在平原丘陵典型草原内沙化较重的地方有子午沙鼠的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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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1 内曩古半荒灌区曩娄群落结jI句(捕鼠数／lOO夹日) 

Table 1 The stueture the communities in the semi—arid region of lnⅡer M ongolia(~ deats captured／lOO trap 

nights) 

赤颧黄 鼠① 0．8 一 一 1．4263 0．5 一 一 一 

草原黄鼠② 0．348l 0，2 2．8494 0．5972 — 0．9 0 2987 一 

蒙古羽尾跳鼠@ 0．2632 0．95 — 0．5 0．625 一 一 一 

三趾跳鼠④ 0．5778 1．533 0 5632 — 0 946 一 一 一 

戈壁五趾跳鼠@ 1．2338 0 5 — 0．5 3．7206 一 一 一 

五趾雕 鼠@ 0．9306 0．7711 0 8036 0．6296 — 0．5294 0．0991 一 

小家鼠⑦ 0．2409 ～ 一 一 0．5 0．08 一 一 

短尾仓 鼠@ 0．3283 0 4488 0．7 0．2018 9．3864 — 9．2222 一 

黑绒仓 鼠⑨ 0．3928 0．4274 0．3259 0．3008 — 2 108 一 一 

长尾仓 鼠@ 0．5241 0．2273 0．7171 0．9 — 0 3 — 2．50 

黑绒毛足鼠@ 0．4088 9 7779 0．1748 1．4122 0．4548 一 一 一 

小毛足鼠@ 0．4798 1 1565 0 3549 0．303 0．5 0．7188 4．1687 一 

长爪沙鼠@ 0．704l 0．7778 0．7778 0．2151 0．5 1．O0 1．84 一 

予午沙鼠@ 0．3902 I_3048 0．7553 0．6001 0 5 0．2 0．3475 一 

花鼠@ 0．3099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大家鼠@ 0．3714 ～ 0．28 一 一 0．05 

社鼠@ 0．2222 ～ 一 一 一 一 

大林姬 鼠@ 0．1429 ～ 一 一 一 一 

棕背旺@ 一 ～ 一 一 一 一 

】_3282 

9．4478 

3．5385 

0 5 

0．375 

0．6154 

0．25 

0．3077 

夹 日致@ 67985 26984 8291 4757 7200 9700 5348 4894 1950 

捕鼠敦@ 1202 1002 374 13l 374 130 367 l1l 87 

捕获率@ 1．788 8．7183 4．5108 2．7538 3 1944 3．5185 6．0884 2．2681 4．4615 

①Cit,eEus — @a dauricu~@S@tadip andr~vsi回Dipus sagitta@Allactaga tmlla~a@Aflactaga sibirica⑦ 

Mus muscuius@Crica=lus eversmanni@Cricaulu~barabensis@Cricetulus 删g ⅡH幽 @Phodopus sungor~s@Phadopus 

roboro~sldi@Meriones枷 Ⅱ 船@ f̂ r加 meridianux~Eutamias siblrlcus@Rattus norvegicus@Ratz~ coafucianus@ 

Dd州 州 5《 M  加 rufvcanus@Num~r of trapnig day．Number of captured rat@Ratio 0 captured r丑t 

Ⅳ 赤颠黄鼠+黑线毛足鼠十五趾莺ll鼠群落 群落生塘为戈壁针茅一摩子草草原，在调查区域内主要 

在苏尼特右旗的赛汉塔拉至察右后旗北部及四子王旗、达茂旗的中北部 草原外貌上是一类比较稀疏低矮 

和单调的草原，草群高度不超过 15~m，较常见的植物有寸草苔(Carex duriuscula) 蒙古；茜【(Allium rlgott— 

golicum)．芯芭(Cyrabaria dahu~ca)、伏地肤 (Kochia prostrata)，狭 叶锦鸡JL(Ca~agana stenophlla)及 1年 

生的猪毛菜(Salsola collina)等。群落由 12种鼠类组成，典型的荒漠草原种类赤颖黄鼠和黑线毛足鼠为群 

落的优势种 ，捕获率为 1．43 和 1，41 ，两者的捕获量占 58 02 

V 戈壁五趾踌 鼠+三趾跳 鼠+蒙吉羽尾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草原化荒漠，主要 以强旱生灌木和半 

灌木为主 ，包括藏锦鸡儿 、沙生针茅草地型；短角锦鸡儿、石生针茅草地型；珍珠 柴(Salsola paserina)禾草草 

地型及红砂(R~aumuria soongorica)丛生汞草草地型，主要分布于乌兰察布的北部和西部，海拔多在 Ii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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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m土壤为棕钙土、淡棕钙土和灰漠土．土壤通常有风积沙和不同程度的砾石和抄砾覆盖，伴生种有 

无芒黪子草、蒙古葱、阿氏旋花((_删∞ j ammanii)、阿尔泰狗哇花(Heterpappus Mt~cas)、猪毛菜等 群 

落 由 10种鼠类组成 ，戈壁五趾髓鼠为群落的优势种 ，捕获率高达 3，71 ，捕获量占 3／4以上达 79．4l ，五 

趾髋鼠和蒙古羽尾跳鼠为群落的常见种。 

Ⅵ 黑拽仓鼠+长爪沙鼠+小毛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人工草地及阴山北麓山顶种植莜麦和养麦的 

农田。群菇由 9种 鼠类组成，在水分条件较好的人工草地黑线仓鼠的数量很高，各样方平均捕获率达 

2．16 ，其捕获量占该群落的 60 ，在农田中剐长爪沙鼠和小毛足鼠的捕获率较高为 0．1 和 0．72 。 

Ⅶ 小毛足鼠+三趾髓鼠+长爪抄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典型荒漠草原重度退化的短花针茅、玲蒿草 

场，由于多年的超载过牧，使原来的草场严重退化和沙化，因而小毛足鼠和三趾跳鼠一些喜沙的种类在群 

落中占优势．其中小毛足鼠的比例很 高．捕获率高达 4．17 ，为各群落之首，其捕获量占该 群落的 

55．04 ．群落有8种鼠类。 

Ⅶ 长尾仓 鼠+大林短鼠+棕背既群落 群落生境为明山山脉中段 的次生林地如五当召、大桦背及蛮 

汉山，该群落由适应林地生活的种类组成，群落组成的种类鞍少，除长尾仓鼠、大林姬鼠和棕背既外，共生 

的种类还有花鼠(Eutamias sibiricus)和 中华鼢 鼠(Myospalazfortann~'ii)(未在夹日法 中捕到)。 

Ⅸ 五趾髋鼠+草原黄鼠+黑线毛足鼠群落 群落生境为荒漠草原内丘间低地的瞎域性草甸．其水分 

条 件较好．群落有 7种 鼠类 ．五趾髓 鼠为该 群落的优势种 ，捕获率最 高为 3_54 ，其捕 获量 占该群 落的 

79．3 ．草原黄鼠和黑线毛足鼠为群落的常见种 

为了比较 9十群落间的差异程度，采用 Whittaker(1960)相似性指数进行比较，计算公式为： 

J一1—0．5(∑lai—bii 
‘‘ 1 

S为 a，6群落中相对应的种数． 和 为物种 i的个体散分别在 n和6群落中的比倒，其结果制图 2 

圈 2 薯类群藩 Whltt~ker相幢雌 指敷橐台树状躅 

F 2 The clu~ter dendrogrsm of W hittaker"s index 

of 蜘da—tv。{roderxt eomm~nltiez 

由图 2可知，该地 区各地带性 鼠类群落组成上有 

其明显的独特特征 各个鼠类群落虽然各自相似性较 

低．但相似性指数在 0．3以上水平可分为四大类型即 

第 1类型为群落 lⅦ和群 Ⅵ组成．该类型为内蒙古半 

荒漠区最干旱地区包括抄地、严重退化荒漠草原和阴 

山北麓山顶的早作农 田．其 中长爪沙 鼠和 小毛 足鼠在 

群落的曦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第 2类型由群落 I、 

I、Ⅳ和Ⅸ组成。为典型的半荒漠草原及典型草原，此 

类型在谚地区分布范围最广．鼠种分布多，其中典型草 

原的代表鼠种草原黄鼠、五趾髋鼠与半荒漠草原的典 

型代表戈壁五趾跳鼠在群落的联系上起到了关键作 

用。第 3类型为草原化荒漠表现出该群落鼠种组成及 

分布的特殊性。第 4类型为明山中段的次生林地及人 

工林地 。 

采用 Shamaon—Wiener多样性指教对 9个群落进 

行分析．计算公式为；H =一厶 P~logeP．。式中．H 为多样性指教，S为群落中鼠种教．尸．为鼠种i的个体 

占群落中各鼠种总个体教的比例 另以Pielou(1960)介绍公式计算均匀性指教( )： 一日 ／H 一。式中． 

H 叫 为 H 的最大理论值 ，即假定群落 内各 鼠种以相同比例(1,Is)存在时的 H 值 ，见表 2。 

由表 2可知，群落 I多样性指数最高为 2．4315。群菇IV和群落 l欢之．分别为 1．723l和 1．7124，群落 

V的多样性指教最低为 0．8134。群落 I为内蒙古半荒漠区内典型的高平原、丘馥荒漠草原．是该地区最主 

要的地带性植被 ．地域跨度大，其问地形、地物相对小，生境变化丰富．多种鼠类可在此生存．也正是典型荒 

． ．  ●  ● ●

叶●．耷_●， 。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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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内羹古半荒漠匠■樊不同■藩组成种 的事样性指 

t与均匀性指t 

Table 2 The·d er鼍ity and eten峙 s l~ ices of comoonem 

species ot dIffem t rodent communities h the semi—arid 

re,on of Inner Mel~ella 

漠向典型草原的过 渡带 ，具有群落交错带的明显特 

征，因而其群落的多样性 指数最高 ，作者对建一地 

域特殊地区的 鼠类群落多样性分析也具有同样 的 

结果 ] 群落 V为半荒漠区 内的草原化荒漠 ．植被 

单调，主要 以强旱生的灌木和半灌木 为主，生境茼 

单，此类生境在半荒漠区内分布较小 ，鼠类 蛆成简 

单，因此群落的多样性指数最低 。这里值得一提的 ． 

是群落Ⅶ，虽然群落只有 3种 鼠组成．但 其群落 的 

多样性指数并非最低，究其原因是因为组成其群落 

的 鼠种虽 少，但 分布相 对 较均匀 ，应 用 Shannon一 ’ 

Wiener公式计算其 日 时，各 鼠种的个体数所 占总 

个体数的比例相差不大，因而日 值较大。群落v虽 

然种类较 群落Ⅶ多．但各 鼠种之 间个体数占总十体 

数的比倒相差极大．在计算 日 时各鼠种的贡献值 

只体觋 出个别鼠种(个体数比倒最大的～两十)，故 

它的 日 较低 ．同时其均匀性指数 也是最小的．由此看 出在应用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比较 群落的 

多样性 时 ，其差异一方面反跌 了生境复杂程度及 鼠种多少产生 的群落多样性 大小的不同．同时．各 鼠种分 

布的均匀程度也影响到计算值(日 )大小。 

从 值上看群落Ⅶ最高为0．8700，说明鼠种分布均匀．群落 I的均匀性指数也较高为0．8412，均匀性 

指数( )最低的是群落 V，只有 0．3533，说明该群落 中各 鼠种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3 讨论 

利用 5a野外调查的大量数据，各样地的调查时1可均在每年的 5～8月．用其样方一鼠种捕获率组成原 

始数据矩阵·应用快速聚类法进行群落分类，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内蒙古半荒漠区鼠类群落组成的特点及 

其多样性的差异，说明现代分类技术在处理太范围 大样本量调查数据时是准确而方便的。 

物种数和面积的美系是岛屿生物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生物学家把岛屿作为研究进化论和生态学问题 

的天然实验室或镦宇宙，岛屿面积越大种数越多，称为岛屿效应u 。 

本文调查的地区是内蒙古半荒漠的广大地域，取拌面积为 1．25～25hm ，虽然取样面积大小有差别， 

但与谓盏地区的大地理面积相对来比较就小，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现样方面积在此尺度内的变化其物种 

数的改变差异很小，只是捕获量上有差别．这一点通过捕获率作为同一量纲，使其分类的量纲一致即消除 

了样方面积大小差别的影响。张知彬指出在大陆上连续性(即非隔离性)栖息地面积的增加Z值(反映了岛 

屿面积增加对物种数增加的作用大小)则更多地反应 了栖息地 多样性 的效应，而不是“平衡假说 中的岛屿 

效应。种群或生物群落的描述并无唯一适合的尺度“ 。 

生物群落调查中的取样面积至今是一十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群落水平上的抽样理论研究几乎是空 

白Il 。本文 皆在描述大地域范围内啮齿动物群落的变化及其多样性 ，从而为制定区域性和综合性 鼠害防治 

提供某些理论依据。在半荒漠生态系统中，其环境在较大尺度上比较一致．啮齿动物的活动艏力较强，其物 

种在空间上分布的重叠性较高，因而在本文调查的面积相差范围内种一面积效应差异很小。赵亚军指出应 

在匡域水平上(或更大尺度上)来简化有关细节保留基本的营逋数据井进行模型分析 

近来提出的等级轻块动态范式提倡在资源管理和自然保护中要同时重视生物及其所有环境的结构功 

艏和系统的完整性．强调格局一过程一尺度观点，无论是时空上、还是结构与功瞻上的格局．都与观察尺度密 

切相关。因此，寻求格局时应注重对过程的理解，研究过程时不应忽咯格局的影响．而在研究格局和过程或 

二者的关系时 ，则应考虑尺度效J立l n]。 

本文讨论的鼠类群落是大地理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地带性鼠类群落，它反跌的是地带性鼠 

类群落的特点，这对于制定区域性鼠害防治策咯．研究区域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会有很大的理论和实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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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同一地带性生境条件的局部变化 ，如地形、坡 向、植被分布的不均 匀 及沙化、退化程度都影响到 鼠娄 

的分布和数量 ．这可以认为是同一地带性群落 中鼠类在其空问、营养等生态位值 的不同引起的变化 

群落多样性研究对揭示群落 的组成特点及动态、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用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 比较群落的多样性差异 ．国内外的报道很多，并指出群落的多样性 除与其生境复杂程 度 

有关外 ．还受到降水量 、土壤含水量、栖息地资源利用及种问关系的影响 国内应用其它多样性指 数 

(如 口多样性指数)比较鼠类群落多样性报遭很少，同时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的计算公式本身也有 

一 定局限性 ．因而深入研究群落的多样性 ．特别是通过不同多样性指数的比较研究会有更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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