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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0—2004年对长江三峡南岸的武陵山东段7个不同样地、3个不同海拔梯度和6种生境类型的啮齿等小兽进行

了5年调查。共布放鼠铗29 297铗次，获得啮齿等小兽2 271只；其他方法获26只，分隶于8科19属24种。其

中啮齿目占70.83%，食虫目占29.17%。对所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虽物种丰富度具有从南向北随海拔升

高而增加的趋势，但在垂直分布上有相当一部分物种呈现较宽的分布；2）无论在7个不同样地，还是在6种生

境，1 200 m以下均以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和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为优势种；1 300 m
以上则以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和中华姬鼠(Apodemus 
draco)为优势，但在数量上缺乏规律性；3）冬季密度明显大于春季，沿海拔高度呈梯度增高，但不同样地的密

度缺乏一致规律性；4）7个不同样地多样性和均匀度均呈现较大变化。这可能与该地区人为干预较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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