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双耳剪口及前后肢剪爪编号法

加耳号。左上肢从内侧开始切去第!指加耳号

表示!!!"#号；分别切去第"!$指加耳号分

别表示"!!%#。左右前肢内侧同时切去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单独切去右内侧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分别切去第"、(、$
指加耳号表示’!!!##号。分别切去下肢左右

趾加前肢和耳号可编第!#!!!#!#号。此种

编号和记忆原则是“由前向后，从左向右，从内

向外；个位耳，十位手，百位脚”。这种编号方式

简单明了，不用专门回忆记录就可直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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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性啮齿动物重捕取样布笼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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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两种布笼方法即传统的方格布笼法和同心圆布笼法对典型草原区布氏田鼠野外种群进行了

重捕效果的比较。结果表明，方格布笼法的重捕效果要大大低于同心圆布笼法。对此类群居性啮齿动

物进行重捕取样的实验设计时，建议采用同心圆布笼法取代传统的方格布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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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重捕取样法是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调

查的基本方法，已有许多学者将标志重捕技术

运用于小哺乳动物研究［1!M］。而对啮齿动物

实施标志重捕操作时，需要按一定的方式设置

活捕装置。传统的布笼（或陷阱设置）格局为方

格布笼法（:CD87/’*7%A），一般为N;ON;或者

12;O12;的排列方式，在每个布笼点（6789
:686%)&）放置1!P个笼具。这种布笼方式适于

散居性鼠类。一些学者指出，方格布笼法不适

于营群居生活的啮齿动物［12］，但未就方格布笼

法与其改进法的捕获效果进行专门比较。本文

以 群 居 性 鼠 类———布 氏 田 鼠（8%19($&#
:92"3$%）为例，采用同心圆布笼（?%7@</’*7%A）的

改进方法，并以具体实验比较上述两种布笼方

法的实用效果。

? 材料与方法

本项工作是1MMQ年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

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RSTSN’#，11QTR1’

U）进行的。从V月份开始对定位站西侧开放

样地（面积约为2WN>;P）的布氏田鼠进行标志

重捕追踪。采用切趾法进行个体标识［12］，每个

个体的编号是惟一的。捕获期间隔为1V!P2
天，以花生米为捕鼠诱饵，采用铁丝笼进行活

捕，重捕工作开始前不采用诱捕措施。到了3
月中旬，样地内大部分个体已做标志。为比较

两种布笼方法的捕获效果，依次采用同心圆布

笼法以及方格布笼法对开放样地的布氏田鼠进

行重捕。同心圆布笼法的操作方法是：在布氏

田鼠洞群中心周围设置P层铁丝笼，内层半径

约为1WV;（可依据洞群大小浮动），主要捕捉

在洞群中心活动的个体；外层半径约为内层半

径的PWV倍，主要捕捉在洞群外周活动的田鼠。

放置时尽可能使各个方向上捕鼠笼分布大致均

匀，同时兼顾鼠洞的分布，将捕鼠笼直接放到布

氏田鼠洞口，笼口指向洞群中心。每个洞群放

置活捕笼P2只，内层3只，外层1P只，整个样

地放置1R2只活捕笼。为保证总捕获强度相

等，作为比较对照，采用N;ON;方格布笼法，

整个样地放置的活捕笼也为1R2只。

由于3月份布氏田鼠的活动节律表现为双

峰型［11，1P］，因此将每天分为P个捕获时间段：

上午Q：22!M：22时，采用同心圆布笼法，下午

1Q：S2!1M：S2时采用方格布笼法，次日对换。

为了防止捕获鼠在取样过程中的意外死亡，每

隔1小时检视一次，将捕获鼠按所属洞群置于

防晒处暂养，取样时间段结束统一计数后按照

各自捕获位点放回（本次实验未出现重捕损伤

现象）。实施重捕取样的P天中均为晴好天气，

因此这里不再考虑天气条件对重捕效果的影

响。

@ 结果与分析

根据同期在开放样地的标志重捕取样以及

染色观测的结果表明，3月中旬开放样地的布

氏田鼠种群数量为QP只。本文以此为依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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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个时间段的捕获只数，推算未捕获只数，结

果见表!。

表! 两种布笼方式的捕获效果比较

取样时间 布笼方式 捕获只数 未捕获只数

"月!#日 $：%%!&：%% 同心圆布笼法 ’" !’

!$：(%!!&：(% 方格布笼法 !( ’&

"月!(日 $：%%!&：%% 方格布笼法 !) ’*

!$：(%!!&：(% 同心圆布笼法 ’) !*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到，!#日的捕获只次

数为$!（’"+!(），!(日为$%（!)+’)），两天间

的捕获率差异无几（独立性检验，!!%,%)），因

此可以忽略布氏田鼠对活捕笼的“喜笼性”或者

“厌笼性”的影响［!(］。#天中，同心圆布笼法累

计捕获只次数为&(（’"+’)），漏捕只次数为

(!（!’+!*），平均捕获率为*),%- ；而方格布

笼法累计捕获只次数为#"（!(+!)），漏捕只次

数为&$（’&+’*），平均捕获率仅为##,$-。依

据对两种方法捕获效果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同心圆布笼法的捕获效果显著地优于传统的方

格布笼法（独立性检验，!"%,%!）。从本次实

验结果来看，方格布笼法的捕获率还不到同心

圆布笼法的!／(。

" 讨 论

传统的方格布笼法适于散居性啮齿动物，

因为，这类动物的活动出现位点分布相对来说

是均匀的或者是随机的。然而，对群居性小哺

乳动物来说，由于个体的活动分布位点表现出

很高的集中程度，因此，方格布笼法的优越性就

难以体现出来。从本质上说，同心圆布笼法实

际上是重新分配活捕笼的位置，使局部地区（即

布氏田鼠洞群区）保持很高的密度，由此提高了

捕获效率。按照本文所描述的布笼格局来说，

在!个洞群区接近)%.#的面积上设置#%个

活捕笼，这个密度已经达到’%笼／百平方米；相

形之下，在传统的方格法中，*./*.布笼密

度为每百平方米#只，而!%./!%.布笼密度

仅为每百平方米!只。同心圆布笼法的局部布

笼密度为方格布笼法的#%!’%倍。方格布笼

法在非洞群区的布笼密度与洞群区的密度相

等，而同心圆布笼法在非洞群区的布笼密度为

零。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到，同心圆布笼法能

保证相当高的捕获率。若按照每个重捕时间段

捕获率为*)-来分析，将一天上、下午两个重

捕时间段合并为一个取样期的话，那么，这个取

样期的捕获率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即［!
0（!0*)-）#］1&(,*)-#&’-。对于标志重

捕取样工作而言，保证较高的捕获率至关重要，

这将大幅度提高许多种群生物学参数（如存活

率、寿命、性比等）分析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估计

偏差。

在方格布笼法中，每个布笼点都有特定的

编号和一个相对固定的坐标，容易通过跟踪标

志个体的各次捕获点位置来确定其扩散距离以

及其家族活动区域面积，而且，这种布笼方法多

少还可以得到样地内其它啮齿动物的分布情

况。由于同心圆布笼法局限在调查对象的洞群

区，很少捕到其它啮齿动物，不利于分析种间关

系；同时也很难根据同心圆布笼法测出洞群的

巢区大小，除非专门设计针对性的实验（如两种

方法并用的互补设计）。此外，由于同心圆布笼

法在洞群区的高布笼密度，当样地面积大、洞群

数目多的情形下，在一次重捕中同时需要的活

捕笼数量将很高，这样很容易出现活捕笼数量

不足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将样地分

为几个小区，再对各小区依次轮换重捕［)，*］。

致谢 野外工作得到王梦军同志的帮助，谨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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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的性别决定

朱道玉 孙西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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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实验，进一步证实了某些环境因子，特别是孵化温度对未发现异形性染色体的爬行动物起决

定性别作用的结论是正确的。在生产上为中华鳖的人工繁殖，获得理想性比的稚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中华鳖；性别决定；孵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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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9)%’#.=;%#2#;%;）隶属爬行纲、龟

鳖目、鳖科、鳖属。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富含

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属高蛋

白低胆固醇的滋补保健食品，能治疗多种疾病，

医学研究报道表明，中华鳖有很好的抗癌作

用［-］，因此倍受消费者 的 欢 迎。由 于 环 境 污

染，过量捕捉以及中华鳖自然孵化率、越冬成活

率低等原因，致使野生中华鳖资源锐减，供需矛

盾突出。因此开展中华鳖的人工养殖，特别是

工厂化控温养殖具有重要意义，而鳖苗短缺严

重制约着养鳖业的大力发展。开展中华鳖性别

决定的研究，找出雌性或雄性的孵化温度，以便

人们选择合适的孵化温度，获得理想性别比值

的中华鳖，解决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有关温度

控制中华鳖的性别未见报道，而其同类的性别

是由 孵 化 温 度 所 决 定 的，国 内 外 均 有 过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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