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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农田啮齿动物群落的动态规律，用标志重捕的方法给出了川西平原农田的啮

齿动物群落的物种数、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物种多样性的()*++,+指数与(-./0,+指数

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资料，并分析了这些时间序列的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的特点。结果表

明：（&）"个变量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特别是年间交替升降十分明显；（$）群落的全

部1个物种从未同时出现过，同一个月最多有"个物种，最少只有&个物种；（%）"个变量

季节变动的幅度均较大并各具有&至%个不等的明显的峰值，而年间变动的幅度则相对较

小；（’）"个变量的最大值均出现在夏季，最小值则出现在春季、夏季或冬季；（"）"个变

量的季节性均不强；（!）优势种大足鼠（!"##$%&’#’($%）的种群密度分别与群落结合种群密

度、生物量的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均具有相似的变动规律；此外，优势种大足鼠的种群密

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比例均较高，而且这两个比例季节变动的幅

度都较大而年间变动则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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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落（7-,8-99,..:+-8;）是指栖息在一定地域或生境中各种生物种群通过相

互作用而有机结合的复合体［&］。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是群落中各物种种群之间、种群与

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决定的群落的时空结构，即研究不同物种共同生存于同

一环境中的模式以及决定这些模式的机制，也就是研究物种共存的生态学［$］。群落生

态学不但要从静态的角度去研究群落的物种组成、空间结构、物种多样性和种间关系

等，还应从动态的角度去研究群落的变化过程和规律。

平原农田是啮齿动物广泛分布的区域。本文通过对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的物

种数、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物种多样性的()*++,+指数和(-./0,+指数等"个主要

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了该群落年间变动与季节变动的规律和特点，并

试图总结出该群落动态的变化模式以及决定这些模式的生态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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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研究样地和资料收集

研究样地位于川西平原西缘的四川省邛崃县的农田生境，东经!#$%&’，北纬$#%!(’，

海拔约)##*。样地面积为!"+,*(，地面相对较为平坦，其四周是高度为+#!!##*
不等的小山和水域，山顶为灌丛或小树林，因而样地处于半封闭状态。川西平原气候温

暖、湿润，农田和旱地四季宜耕，农作物全年都可生长，种植典型的亚热带地区农作物

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红薯、胡萝卜和土豆等，为一年(!$熟。此外，在居

民住房周围还有蔬菜以及柑桔、桃子等果树。因此，样地所处区域为典型的农田生态系

统。

表!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的结构

-./01! -,1231451246*36257568697,1:6;18746**<857=584:630.8;587,1>1271:8?54,<.8@0.58

物种

?314512

种群密度

@63<0.7568
;18257512

（86"／,*(）

种群密度变异系数

A"B"69
363<0.7568
;18257512

生物量

C56*.22
（D／,*(）

生物量变
异系数

A"B"69
/56*.22

各物种生物量所占的百分比

@1:4187.D1692314512
/56*.22587,16E1:.00
/56*.22697,146**<857=

大足鼠

!"##$%&’#’($% $")! #"F! $FG"&! #"GF )H")F

褐家鼠

!"##$%)*+,-.’/$% #"+F !"&G H#"&G !")$ !)"(G

社鼠

!"##$%/*)0$/’")% #"G( !"$# &F"G! !"G! F"G)

黄胸鼠

!"##$%01",’2-/#$% #"(F !"GH ($"G! !"G( &"()

小泡巨鼠

!"##$%-(3"+(%’ #"#( +"(H $")& +"F& #")+

黑线姬鼠

42*(-5$%"."+’$% #"#) $"() !"(! $"&# #"((

小家鼠

6$%5$%/$1$% #"#) $"() #"+$ $"(F #"!#

巢鼠

6’/+*57%5’)$#$% #"#$ &"(F #"$! &"$( #"#)

从!HFH年!月到!HH+年!(月的G年期间用标志重捕法连续监测了样地中所有!
科&属F种啮齿动物的数量和生活史资料。G年中，从!HFH年!月到!HH!年!(月为每

月放笼一次；从!HH(年!月到!HH+年!(月为每两月放笼一次。故整个研究期间共有

)#个标志重捕月，即)#次标志重捕。每次均连续捕捉+个晚上。在每次捕捉期的每个

晚上均放置!+#个活捕笼（尺寸：!(4*I!(4*I(&4*），以玉米、土豆或红薯为食

饵，每个活捕笼均定位于不同的固定桩位，相邻两个桩位的间距为!#*。每次对捕获

的啮齿动物个体均用剪趾法剪趾编号标志并记下其各自的编号、体重等，然后再释放。

有关本项工作更多的细节，见曾宗永等的报道［$，&］。

在G年的标志重捕中，共计捕获姬鼠属（42*(-5$%）的黑线姬鼠（42*(-5$%"8
."+’$%），小家鼠属的小家鼠（6$%5$%/$1$%），鼠属（!"##$%）的社鼠（!"##$%/*)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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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胸鼠（&#’’(%)*#+",-!’(%）、褐家鼠（&#’’(%$./+-0"!(%）、大足鼠（&#’’(%
$"’"1(%）、小 泡 巨 鼠（&#’’(%-12#/1%"）和 巢 鼠 属（3"!/.45%）的 巢 鼠（3"!/.45%
4"$(’(%）!个物种"!#个个体$%&次捕获数。表’列出了该啮齿动物群落的组成结构。

’() 方法

’()(’ *个变量的时间序列

本文用物种数、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物种多样性的+,-../.指数和+0123/.指

数等*个变量来描述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在#年研究期中的动态［*!!］。

分别统计计算出*个变量在各标志重捕月的值，由此得出这*个变量在整个研究期

间的变动情况，即总时间序列。每个变量的总时间序列均由全部实际标志重捕月的共计

$4个值所组成。再以各变量的值为纵坐标、以月份为横坐标作图来直观地反映*个变

量在整个#年研究期间的动态。

通过计算各变量之间#年中的总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可以得知*个变量在整个#年

中的变动规律是否一致。

’()() 年间变动

求出各变量在#年中每年’)个月的平均数。由此每个变量均有由#个值组成的序

列，即其年平均时间序列。年平均时间序列反映了各变量在#年中年间变动的特点，并

可以通过以各变量年平均时间序列的#个值为纵坐标、以年份为横坐标作图来形象地加

以显示。通过计算*个变量之间年平均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可以得知这些变量之间年间

变动规律的相似或相异。此外，分别计算各变量与群落!个物种种群密度之间年平均时

间序列的相关系数，还可以揭示各变量与群落各物种种群密度之间年间变动的关系。

’()(% 季节变动和季节性

求出#年中各变量不同年份相同月份的平均数，即可得到*个变量各自由’)个值

组成的月平均时间序列。它们反映了各变量在#年中随月份、季节变动的特点，并可以

通过以各变量的月平均值为纵坐标、以月份为横坐标作图来表示。另外，*个变量之间

以及每个变量与群落各物种种群密度之间的月平均时间序列相关系数的计算可以说明各

变量之间以及各变量与群落各物种种群密度之间季节变动规律的异同。

#年中各变量随季节变动的规律性强弱（年间重复性的高低）即季节性的明显与否

可以用季节性指标（+5-3/.-60780.95:，+;）来加以定量评价与描述［&］。在#年的研究期

中，每个变量的季节性指标（+;）是其#年中任意两年的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共计

)’个值的平均值。由于在#年中从’&&)年’月至’&&*年’)月为每两个月标志重捕一

次，故各变量均以每年的双月月份的值组成的时间序列来计算季节性指标。

’()(" 优势种的比例

分别计算出优势种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比例的年平

均时间序列和月平均时间序列，从而得知其各自变动的幅度及最大值、最小值出现的年

份或月份。通过计算优势种种群密度与*个变量之间年平均时间序列和月平均时间序列

的相关系数可以揭示优势种种群密度与*个变量之间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的变动规律异

同，进而说明优势种种群密度对群落动态影响作用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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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个变量总的特点

图#显示了$个变量在%年共计&’个月中数量变动总的特点。

图# 用$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表示的川西

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的动态

()*"# +,-./)01234567286-402//9-)4,)-072:;.-8)-456<61467-

=)059.->;.)-)-8)0.468?,4564)/6167)6123456$@.7).?;61

%年中，单月物种数的最大值

为$、最小值为#，最大值是最小

值的$倍。其中以物种数为!!A的

月份较多。由此可见，在整个研究

期中，物种数显示了较为稳定的变

动特点，并且尤以#BBC年’月份

至#BB!年D月份的稳定性最高。

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具有极

为相似的变动特点。两者在&’个

月中的相同月份均表现出了&个明

显的峰值。其中结合种群密度在

#BBA年 的 D 月 份 达 到 最 大 值

（#$"AA只／5/!），并均在#B&B年

A月份和#BBC年’月份达到最小

值（C"D%只／5/!），最大值为最小

值的!!"&&倍；生 物 量 的 最 大 值

（#D$D*／5/!）出现在#BB#年D
月份，#BBC年’月份为最小值（%
*／5/!）， 最 大 值 为 最 小 值 的

!AD"$%倍。因此在%年的研究期

间，$个变量中，生物量的变动幅

度最大，其次是结合种群密度；从

#BB#年D月份至#BB$年#!月份

两者的变动幅度较大，而在#B&B
年#月份到#BB#年$月份期间两

者的变动幅度则相对较小。

在整个研究期间，评价物种多

样性的=5.--2-指数和=)/:12-指数也表现出极为相似的变动规律，并与物种数的变动

特点显示了较大的相似性。%年中，两者均有许多峰值出现在相同的月份，并且均在

#BBC年’月份至#BB!年D月份表现出了较小的波动幅度。其中=5.--2-指数的最大值

!"CB出现在#BB’年的&月份、最小值C"##出现在#BBA年%月份，最大值为最小值的

#B倍；=)/:12-指数的最大值为C"%&，最小值为C。

通过计算$个变量之间%年中的总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共得#C个相关系数。其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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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与!"#$$%$指数和!&’()%$指数之间无显著性相关外，其

余的变量之间共有*个相关系数均达了到++,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0-
./110）。而其中又以物种数分别与两个物种多样性指数之间、结合种群密度与生物量之

间的相关性最高，物种数分别与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之间以及!"#$$%$指数与!&’(2
)%$指数之间的相关性次之。

图3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4个变量的年间变动

5&6/3 7$89:#$$;#<=<;>8;#8&%$)%=8"94?#:&#@<9)%=8"9:%A9$8

>%’’;$&8B&$>:%(<#$A&$8"9C9)89:$!&>";#$D<#&$

3/3 年间变动

从4个变量的年平均时间序列

（图3）可 以 看 出，在0+E+年 至

0++0年期间，物种数、!"#$$%$指

数和!&’()%$指数一直处于缓慢下

降的趋势并均在0++0年达到了F
年 中 的 最 小 值， 分 别 为 3/34、

./F.、./3E，但在其后的G年中却

处于交替升降之中并且在0++G年

达 到 了 最 大 值， 分 别 为 1/0F、

0/3F、./4.。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

量显示了相似的变动规律，即F年

中一直处于交替升降的状态之中。

结合种群密度在0+E+年至0++1年

期间表现出了逐渐增加的总趋势并

在0++1年达到了最大值（F/11只

／"’3）；而生物量在整个F年中都

表现出了逐渐增加的总趋势并在

0++4年 达 到 最 大 值（F+1/4.6／

"’3）； 两 者 的 最 小 值 均 出 现 在

0++.年， 分 别 为 1/4. 只／"’3、

13*/+36／"’3。其 中 结 合 种 群 密

度、生物量的最大值分别为其各自

最小值的3/0倍和3/G倍。

4个变量之间年平均时间序列

的 相 关 系 数 表 明 物 种 数 分 别 与

!"#$$%$指数和!&’()%$指数达到了+4,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F，"./.4-./F4G4），

而!"#$$%$指数与!&’()%$指数、结合种群密度与生物量之间则均达到了++,水平的显

著性正相关（!-F，"./.0-./EFG4）。

通过计算4个变量与群落E个物种种群密度之间年间变动的相关系数得知，结合种

群密度与大足鼠的种群密度之间的年间变动达到了++,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F，

"./.0-./EFG4）；此外生物量分别与大足鼠、褐家鼠的种群密度之间，物种数与社鼠的

种群密度之间则均达到了+4,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F，"./.4-./F4G4）。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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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与物种种群密度之间的年间变动都未达到显著相关性。

!"# 季节变动和季节性

图#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个变量的季节变动

%&’"# ()*+,-*./.0120*2&,-+,/23)$4*5&*6.)+,/23)5,7)-2

1,880-&29&-15,:.*-7&-23);)+2)5-(&130*-<.*&-

图#为$个变量季节变动的

曲线。物种数在一年中总是处于不

断的波动之中，最小值=出现在=
月份并在>月份达到最大值#"##。

但除=月份和$月份以外的其它月

份，物种数总是维持在!以上。结

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显示了极为相

似的季节变动特点。在一年中结合

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均有#个峰值，

并均分别出现在!月份、?月份和

=@月份；同时两者也都在?月份

达到 最 大 值 并 分 别 为=@"A?只／

38!、==$@"$A’／38!，在=、B月

份分 别 出 现 最 小 值， 并 分 别 为

="$$ 只／38!、>C"?@ ’／38!。

(3*--,-指数与(&8:+,-指数的季

节变动规律较为相似。其中(3*-D
-,-指数除=月份达到最小值@"##
以外，其它月份均保持在@"?B以

上并 在C月 份 达 到 最 大 值="#>；

而(&8:+,-指数也在=月份达到最

小值@，其它月份则都维持在@"!B
!@"$C之间，而在>月份达到最

大值@"$C。

通过计算变量之间季节变动序

列的相关系数可以得知，在$个变

量中物种数分别与(3*--,-指数、

(&8:+,-指数之间、(3*--,-指数与(&8:+,-指数之间以及结合种群密度与生物量之间

的季节变动均达到了>>E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F=!，"@"@=F@"A@A>），此外物种数

还分别与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之间的季节变动达到了>$E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F
=!，"@"@$F@"$A?@）。

$个变量与C个物种种群密度之间季节变动的相关系数表明，每个变量均有物种的

种群密度与之达到显著性正相关（!F=!，"@"@$F@"$A?@），但却没有显著性的负相关

出现；而种群密度与变量达到显著性相关的物种主要是群落中的优势种（大足鼠）和普

通种（褐家鼠、社鼠和黄胸鼠），其余B个稀有种的种群密度与$个变量之间都未达到

显著性相关。其中物种数分别与褐家鼠、社鼠、黄胸鼠的种群密度之间、(3*--,-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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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鼠种群密度之间以及!"#$%&’指数与黄胸鼠种群密度之间均达到了()*水平的显

著性相关（!+,-，"./.)+./)01.），而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与大足鼠、褐家鼠

种群密度之间以及!"#$%&’指数与社鼠种群密度之间则达到了((*水平的显著性相关

（!+,-，"./.,+./0.0(）。

0年中，)个变量均在夏季达到最大值，其中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最大值均出

现在1月份而其余2个变量则都在3月份达到最大值。此外，)个变量的最小值分别出

现在冬季、春季或夏季。其中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最小值均出现在春季，物种数和

!"#$%&’指数的最小值均分别出现于春、夏、冬2个季节，而!45’’&’指数则在夏季0
月份出现最小值。

表-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个变量的季节性指标

65789- !95%&’58":;"’<"=9%&>:49)?5@"5789%&>:49@&<9’:

=&##A’":;"’=@&$85’<"’:49B9%:9@’!"=4A5’C85"’

变量

D5@"5789

物种数

EA#79@&>
%$9="9%

结合种群密度

F&"’:$&$A85:"&’
<9’%":;

生物量

G"&#5%%
!45’’&’指数

!45’’&’"’<9H
!"#$%&’指数

!"#$%&’"’<9H

季节性指标

!95%&’58":;"’<9H ./.1.3 ./)2I. ./)).( ./.I(3 ./.0(0

大于临界值的相关系数个数

EA#79@&>=&@@985:"&’=&9>>"="9’:
!@./.)

. I I . .

)个变量的季节性指标及各自大于临界值（!+1，"./.)+./3,,）的不同年份之间

季节变动相关系数的个数（表-）显示，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均各有I个不同年份之

间季节变动的相关系数大于临界值，故两者的季节性指标较高但却小于临界值；物种

数、!45’’&’指数和!"#$%&’指数都没有大于临界值的不同年份之间季节变动的相关系

数，它们的季节性指标极低。

-/I 优势种的比例及其变动

根据表,中0年间的平均种群密度和平均生物量，可将群落3个物种划分为优势

种、普通种和稀有种。其中优势种为大足鼠，普通种为褐家鼠、社鼠和黄胸鼠，稀有种

为小泡巨鼠、黑线姬鼠、小家鼠和巢鼠。

0年中，大足鼠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总比例的

10/I*和1(/0*。大足鼠的年平均种群密度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I*和00*之间，而其年平均生物量占群落生物量的比例也始终保持着)0*至00*的

高比例；同时，两者均在,((2年达到最大值并都在,((I年降到最小值。在,-个月中，

大足鼠的月平均种群密度、月平均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比例除

I、3、(月份外均保持在1.*以上；两者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月份并都为,..*，同时

也均在(月份降到最小值I2*。由此可见，大足鼠的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

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比例和季节变动的幅度均分别较其各自的年间变动为大。

大足鼠的种群密度分别与)个变量之间年间变动、季节变动的相关系数表明，在年

间变动中，大足鼠的种群密度分别与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达到了显著性正相关（!+
0，"./.)+./0)I)），但与其它变量之间均为不显著性相关；在季节变动中，大足鼠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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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密度也分别与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达到了显著性的正相关（!!"#，"$%$"!$%&$&
’），而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则均不显著。

( 讨论

(%" 年间变动

在&年中，物种数、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指数和)./01-,指数均处于

不断的变化之中，即使在相邻年份之间也没有变量保持不变。

与其它生境类型相比，农田生境具有较大的年间稳定性、自身的单一性以及受人为

干扰频繁而规律性强的特点，从而决定了该生境中以农作物为主要食物的啮齿动物群落

物种数较低并且年间变动较稳定。在群落的全部2个物种中，只有作为普通种的社鼠的

种群密度与群落物种数之间的年间变动达到了显著性相关，从而最能反映群落物种数年

间变动的特点。由此可见，作为普通种的社鼠对群落物种数的作用是明显的。

在3个变量中，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年间波动幅度均较其它(个变量为大并且

在&年中表现出相似的交替升降的特点。川西平原气候温和，啮齿动物食物丰富，非密

度制约的可能性不大，故很可能是由于种群内部的密度制约性因子的调节作用，使得优

势种大足鼠的种群密度在&年中表现出随年份交替升降的年间变动特点。而大足属种群

密度又分别与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年间变动之间达到了显著的正相关进而决定了

群落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年间变动规律的相似性、交替升降的变动特点以及变动幅度

的大小。因此，作为优势种的大足鼠对整个啮齿动物群落的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具有

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在群落的(个普通种中，个体较大的普通种褐家鼠与群落生物

量的关系较明显。

)*+,,-,指数和)./01-,指数均为物种多样性指数。&年中，群落物种数的年间变

动较为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数和)./01-,指数具

有稳定而相似的年间变动的特点。

(%# 季节变动和季节性

与年间变动相似，&年中群落的3个变量的月平均值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群落中(个普通种（褐家鼠、社鼠、黄胸鼠）的种群密度与物种数季节变动的显著

性正相关表明普通种出现与否常决定一个群落的物种数。由于优势种数量多、常出现，

于是普通种对群落物种数的作用就明显了。(个普通种中社鼠的种群密度除了与群落物

种数显著正相关外，还分别与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数和)./01-,指数之间的季

节变动达到了显著性的正相关，这说明了这一普通种的独特作用，即它加入群落与否对

群落的这(个变量都是有作用的。所谓普通种只表明其数量少于优势种，但其对群落的

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与其它(个变量相比，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性指标要高得多（表#），显

示了一定的季节性。&年中，大足鼠种群密度的季节性指标为$%34［(］，也显示了一定的

季节性。同时，大足鼠、褐家鼠的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

的总比例均较高，而且它们的种群密度也分别与群落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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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达到了显著性的正相关。由此可见，作为优势种的大足鼠和作为普通种的褐家鼠对

群落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动及季节性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综上所述，无论

是优势种还是普通种，只要其种群密度和／或生物量的数量较多都对群落的结合种群密

度和生物量季节变动具有明显的决定作用。

在!"#$$%$指数的季节变动中，从&月份到’月份表现为缓慢的上升并在(月份达

到最大值；但在!)*+,%$指数的季节变动中，从&月份到’月份表现为下降而在-月份

达到最大值（图’）。此外，.年中!"#$$%$指数则在夏季.月份出现最小值，而!)*+/
,%$指数的最小值则分别出现于春、夏、冬’个季节的不同月份。这表明，在描述该群

落物种多样性季节变动的规律中，这两种多样性指数得出的结论不是完全一致的。由于

描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数来源于信息论，因而它对群落中的稀有种较为敏

感；相反，!)*+,%$指数借用了概率论的方法从而对群落中的优势种和普通种较为敏

感［0，01］。而该啮齿动物群落的优势种、普通种与稀有种的物种数及各物种个体数量比

例的季节变动规律均有所不同，由此使得用!"#$$%$指数和!)*+,%$指数这两种多样性

指数来描述的该啮齿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季节变动的规律有所差异。

’2’ 优势种的作用

在整个研究期间的31次标志重捕中，群落的(个组成物种以大足鼠个体被捕捉到

的次数最多，为44次；而且其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

总比例也最高（表0）。在.年中，群落的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年间变动和季节变

动均与大足鼠的种群密度达到了-45水平的显著性正相关。在生物学习性上，大足鼠

是(个物种中唯一终年生活于农田生境的物种。由此可见，作为优势种，大足鼠决定了

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两个重要变量年间变动、季节变动及季节性的特点，从数量

上维持了整个群落与农田生境所能提供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平衡。此外，大足鼠种群密

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比例的季节变动幅度均较大，但年间变

动的幅度则相对较小。这与川西平原农田生境各种生态因子年间变化不大但却四季分明

的特征是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作为优势种的大足鼠除了从群落量的方面以外还从群落

各组成物种之间种群密度、生物量的比例这一群落质的方面规定和影响着群落与其农田

生境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26 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动态的时间模式

通过对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4个主要的变量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的分析和总

结，得知该群落动态的时间模式的主要特征为：群落的4个变量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

中；群落由(个物种组成，但这(个物种从未同时出现过，群落最多同时出现有4个物

种、最少只有0个物种；群落的4个主要变量季节变动的幅度均较大并各具有0至’个

不等的明显的峰值，但年间变动的幅度则相对较小并多随时间呈交替升降的变化；在4
个变量中，物种数、!"#$$%$指数和!)*+,%$指数无论是季节变动还是年间变动的规律

都较为相似，而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动和年间变动特征则极为相似；4个变

量的最大值均出现在夏季，而最小值则出现在春季、夏季或冬季；4个变量的季节性均

不强，相对而言，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显示了一定的季节性，而物种数、!"#$$%$指

数和!)*+,%$指数的季节性则极不明显；在(个物种中，只有0个优势种和’个普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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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群密度分别与!个变量中"至#个变量的年间变动或季节变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其余$个稀有种的种群密度与!个变量的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均未达到显著性相关；优

势种大足鼠的种群密度显示了分别与群落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

具有相似的变动规律，同时，大足鼠的种群密度、生物量分别占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

物量的比例均较高，并且这两个比例的季节变动幅度均较大而年间变动则较为稳定；在

群落的%个组成物种中，优势种大足鼠对决定群落结合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的动态具有重

要的决定作用，个体较大的普通种褐家鼠也与群落生物量动态的关系明显，而所有#个

普通种尤其是社鼠对群落的物种数具有明显的影响或决定作用。

通过对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年间变动和季节变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群落

动态的时间模式，首先是优势种有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普通种也具有重要

的影响或决定作用，而稀有种对群落动态的作用则不明显。

#&! 川西平原农田与北美’()(*+(*+,荒漠啮齿动物群落动态的比较

我们已经进行过北美’()(*+(*+,荒漠和川西平原两类生态系统中啮齿动物群落动

态的研究。在年间和季节动态上这两类群落相同之处在于：物种数、生物量和物种多样

性等主要变量均随物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群落中全部物种从未同时出现在群落中；物

种数在冬季最少；优势种对群落结合种群密度、生物量贡献最大；物种数与物种多样性

变动规律相似；结合密度与生物量变动规律相似。在这两类生态系统中，可以提供给啮

齿动物群落的能量随物理环境变化而变化，而这些能量又按群落中各物种种群的个体大

小分配［""］，因此生态系统能量分配的这些一般特征就使两类群落有了上述相似的变动

规律。

两类群落的差别在于：北美’()(*+(*+,荒漠啮齿动物群落有"-个物种，川西平原

农田啮齿动物群落只有%个物种；北美’()(*+(*+,荒漠啮齿动物群落的物种数有明显

的季节性（季节性指标./01&23%，!!1&1!），川西平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的变量均无

明显的季节性；北美’()(*+(*+,荒漠啮齿动物群落的生物量（$-!4／(53）大于川西平

原农田啮齿动物群落（!#4／(53）。一方面，这些差异是与两类生态系统不同的进化历

史有关；另一方面，这些差异也与两类生态系统的生态学背景有关。北美’()(*+(*+,
荒漠气候干旱而生产力低下，但是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却极少受到人为干扰。啮齿动物群

落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有足够的时间进化而多样化程度较高，表现在物种数、生物量和

物种多样性都较高上。由于荒漠生境条件的严酷，啮齿动物群落中有的物种有明显的冬

眠或夏眠行为，这就使群落的物种数有十分明显的季节性。而川西平原则是典型的亚热

带农业生态系统，气候温和湿润，每年3!#季的耕作使它总是处于演替的早期［"3］，使

得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啮齿动物群落的物种数和生物量少于北美’()(*+(*+,荒漠啮齿动

物群落。而且这里一年各月均可能有降雨，植被丰富，因而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啮齿动

物群落的物种数、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较难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

北美’()(*+(*+,荒漠和川西平原农田两类生态系统中啮齿动物群落动态的比较说

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群落长期与环境共同进化，形成了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动态；在一

些环境恶劣的生态系统中，群落也能保持较高的物种多样性。人为干扰对群落的动态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适于生物生存的物理条件，频繁的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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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使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维持在较低水平。当然，农业生态系统的目的是使农作物的产

量最高，较低水平的啮齿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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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学报》第五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兽类学报》第五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9KKK年44月=K日在山东济南大学召开。中国兽类学会

理事长、本刊编委王祖望教授，主编张知彬研究员，副主编（按姓氏笔画）冯祚建、刘季科、钟文

勤、温得启、樊乃昌，编委马逸清、王应祥、王岐山、王金星、方盛国、卢浩泉、汪诚信、李保国、

李进华、吴毅、胡锦矗、黄乘明、魏辅文以及编辑部的罗晓燕、张得钧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主编

张知彬主持，常务副主编温得启简要汇报了创刊9K年来的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4C《兽类学报》创刊9K年来，在展示我国兽类学研究成果以及在促进我国同国际兽类学界的学

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9C《兽类学报》已成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选入《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L$,)"’0,’(#$’/(,%’A
/1;#$,%&,)/10&,$#)(%$-;1+0），是我国首批进入中国科学全文数据库和引文数据库的期刊之一，并入选

“被引频次最高的中国科技期刊5KK名排行表”，在4MMM年公布的排行表中，名列48?位。影响因子

曾一度排在动物学类期刊的前列。

=C在编排格式、著录项目、文献的标著、数字和标点符号用法以及量和单位等方面已基本做到

标准化、规范化。

?C被国内:种、国外:种检索系统（即检索类期刊和数据库）所收录。

5C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C编辑部现代化建设进程较快，已通过网络着手组稿、审稿，并实现了组稿、审稿、编辑加工

和排版的计算机化。

编委们对《兽类学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进一步办好刊物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如下共

识：

4C为了加强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应制定一个编辑部和编委各自遵循的、规范的工作程序。

9C建立编委信息库和稿件评阅人信息库，以便找准审稿人，提高审稿质量。

=C争取做到通过NO*/,1送审稿件。

?C为了进一步提高审稿质量，应将稿件从学术内容和文字表述两方面进行评审并分等级。

5C加强审稿工作的时效，缩短审稿期限；每期选择95P的稿子在=个月内审定，力求在@个月

左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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