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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1 

本文研究了吉林省黄泥河林区5个次生植被类型的鼠类群落结构和生物量的变化 原始 

针擒混交标采伐后，大林姬鼠数量减少，棕背爵数 蹙增加 ，黑线姬 鼠侵^。彤成凑生菌叶林 

和人工落叶拾林后，鼠类群落仍为原始针阔混交林中的大林姬鼠+棕背鼾群落类型 人工红 

松林的形成使棕背鼾数量明显随少，成为大林姬鼠群落 森林开垦成农田，相应形成黑线姬 

鼠+大林姬鼠群落。草甸发展成草甸森林，鼠类群落南东方田鼠+棕背鼾演变成 棕 背鼾 群 
落。并分析了环境因素对鼠类演替的影 响。 

黄-词鼠类鞴里 一生物鬣氮裘． 茏． ——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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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林区，原始森林已被太面积采伐，原始植被太部分被破坏，形成次生林、 

人工林和农田，使生物群落开始进行次生演替。鼠类作为次级营养层的组成成分也随之 

发生变化，对人工幼林的危害 日趋严重。园此，研究林区鼠类群落的演替规律，不仅具 

有理论意义，而且可以为防治森林鼠害提供依据。 

1988年 6— 9月，作者在吉林省黄泥河林区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t 

研 究方法 

黄泥河林区的自然概况已有报道(杨春文，1991) 该林区植被次生演替主要表现出 

如图 1所示的 5种类型。作者选择了 8个鼠类栖息地类型t(1)原始针闶混交林。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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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有红松(Pinns k．oraiensis)、云杉(PiceQ jezoensis)和冷杉(Ahies nepfiroIe s)’ 

蠲叶树有紫椴(Tilia 0mnrensis)、糠椴(Tilia，，l0ndschuriea)、黄波 萝 (Rhelloden‘ 

dron口muren~is)和蒙古柞(Quercns mongolica)等。林 草本植物盖度较低，主要有中 

华鳞毛蕨(D~：yopteris ohinensi~)、山茄予(BroehyboOy,~Pa rf ，口rm 和羊 胡子苔 

草(Ca rex eallithebes)等。(2)次生裸地。骧始森林皆伐后，各种幼树及灌木的 地 上 

部分亦全被清除，喜光草本植物生长旺盛。主要有 小叶 芹(Aegopodlum 0Ipesfre)、 

羊胡子苔草，野豌豆(Vicia baicalensis)等。(3)次生阍叶林。从次生裸地中萌生出的 

各种阔叶树枝条，随后形成以榭树(。Pcpulus sp)和白桦(Betnla platyphylIa)为 主 的 

次生阔叶林。草本植物生长繁茂，以山茄子、白花碎米荠(Cardamine Ieucantha)和木 

贼 (Equisefnm hiemale)为主。(4)人工红松林。以人工栽培的红松为 主，亦 有 纯 红 

橙林，困林下四季透光较弱，草本植物稀少， 以苔草(Ca rex sp)和 山茄子 为 主 (5) 

人工落叶松林。以人工落叶松(Larix sp．)为主，亦有纯落叶松林。草本植物与次 生阔 

叶林中的相同。(6)农田。次生裸地经人工清除树根和杂草后被开垦成农田，作物以大 

豆和玉米为主。(7)草甸。分布在疆河两岸的平垣地，以苔草为主、常年积水。(8)草 

甸森林。以落叶松和自桦为主，林下仍以苔草为主，并常年积水。 

1988年的 6月， 7月和 9月，采用样方铗 日法进行各鼠类栖息地的数量调查。样方 

面积为 1公顷，按zo x 5米距离布铗，用炒熟的白瓜籽作诱饵，于上午安放鼠铗，连续 

捕鼠 3昼夜，捕获的鼠当天进行测量，解剖作记录。 

7月份测量土壤含水量和草本植物生物量。在雨后第三天，取25—30厘米深的土壤 

用烘干}去测量。草本植物生物量用植物地上部分的鲜重代表。 

鼠类群落多样性测定采用Shanon—Wi曰1Qr于自数(H )(HafnO1"，1977)。 

其计算公式 

式中，H 为鼠种多样性指数，S为种类数，Pi为第i种的个体势占群落各鼠种 的 总 

个体数的比例。 

以Pielou(1966)公式计算均匀性指数J J，_H ／H，⋯  

H ⋯ 为H 的最大理论值，即假定群落内各鼠种以相同比例(j／s)存在时的H 值。 

鼠类生物量 ，用估计密度 (N)和个体平均重(W)的乘积表示。密度计算，按置 铗 期 

间，每 日搏获赫与种群中巳被捕获的总数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田中亮，1 953)推测，当 

每 日捕获数为零时，样区内种群中巳被捕获的个体总数即为估计密度。 

结 果 

1．■樊群藩培构的变化 

备栖息地的鼠类种类及数量组成见表 1。参照杨春文等(1 991)对黄泥河林区鼠类群 

落的划分结果分析如下t原始针阔混交林采伐后，经过次生裸地演变成次生阔叶林、人 

工落叶松林。鼠类群落结构均无明显变化，仍为大 林 姬 鼠(Apodemns penlns fdP)+ 

棕背好(Clethrionomys rnfocanns)群落。但大林姬鼠数量略有减少(捕 获 率 由6．78 

减少到4．89％--5．89 )。棕背鼾的数量有明显增加(捕获 率 由2．44％增 加到3．56 一 

4．O0 )。黑线姬鼠(Apodemus aararius)和大仓鼠(Crieetulus triton)在次生裸 地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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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鲁■●■的■件墨善tt■t 

Tabla 1 Rodent sp~ ies and Sts quantity com pos．itjOR in e劬 habit~ 

佳 日数 花 鼠 大 林姬 鼠 磊 牡檀 鼠 幅 幂■ 撂霄 扛W旰 其他 栖 息地 

Tr2p一 T．s如一 ^．pen— A ．dgr- R．noY— C．n卜 C．r · 
Habitat ● Other 

一 dayB lr- t”S． veg 』0c． 

- 

嘏差船 一 赫鼠撤C，n 22 
一

broadleat mixed 赫 获事C．r 0．33 6．78 2．44 

t st 百 分 比p． 3．49 70．93 25．58 

攻生 摄地 捕 鼠撤C．n． T 32 2● 

Secondary bare 捕 获率C．r． 1．00 1．89 0．78 3．56 0．22 

lands 百 分 比P． 9．5T 46．8i 7．45 $4．04 2．】4 

旅生 闻叶# 赫 鼠撤C．n． 17 1oa 2 72 

Seo口04ary broad— 赫获率C．r． o．94 5．89 o．11 4．oo 

1日 fceast 百 分 比P． 0．63 53．8i 1．02 $5．55 

^ 工扛梧# 赫 鼠敷C．n． 14 01 3 1 21 ’● 

Artificial kor88A~． 赫 获率C．r． o．78 4．5o o．】7 o．o右 1．17 o．39 

pjT1日fc~ st 百 分 比P． 11．oa 明 ．70 2．36 o．79 i5．54 5．51 

^工蒋叶梧# 蕾鼠敷C．n． 22 1ol e7 

Artm dallarch 着 蕞率C．r． 1．22 5．T8 3．7a 

tm-e~t 百 分 比P． 1i．40 53．89 $‘．72 

寝 田 捕 鼠撤C．n． 2l 7 11 ¨● 

FPm lands 捕获率C．r． 2．33 o．78 1．22 o．70 

百 挣 比P． 19．o9 58．18 d．38 1o．oo 6．86 

草 胄 捕 童戢C．n． 2 I 1 lO l 柚 ● 

M‘ Dw 捕获 率C．r． o．33 o．1 7 1．oo o．17 1
．

8T o．17 6．6T 

百 分比P． 3．2。 1．64 9．84 1．e4 18．39 1．64 e5．57 

草诗 意杯 捕 鼠撤C．n． I 2 】l 1 

Meadow forest 捕 蕞率C．r． o．1T o．33 2
．

”  0．17 

百分 比P． 5．56 11．11 ”
．

78 5．56 

总计 捕 ■教C．n． 00 420 sa a 249 2 5d 

Total 赫非 率C．r． 0．73 4．52 0．S8 0
．
io a

．

68 o．02 o．50 

Canute num ber；C．r．--Captm'e rate p P．--Percentage． 

现，到次生阔叶林和人工落叶松林又减少到零。群落多样性的变化，从 表2中 可 以 看 

出，原始针阔混交林中的多样性指数较低(0．7095)，次生裸地明显升高<1．2225)，到次 

生阔叶林(0．9595)~N人工落叶松林(O．94so)g~有所降低 由原始针阈混交林经次生裸地 

演变成人工红松林的鼠类群落变化明显，大林姬鼠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大林姬鼠 

群藩。由于种类较多，群落多样性指数<1．1139)仍较高 

森林采伐后被开垦成农田，鼠类群落也随之发生变化，形成以黑线姬鼠为优势种的 

黑线姬鼠 +大林姬鼠群落。黑线姬鼠在次生 裸地出现后，到农田阶段，其数量有显著增 

加，捕获率为7．11 随着森林植被的消失和栖息基地的变化，大林姬鼠、棕背秤和花 

鼠<Tamia$dbirlcus)的数量明显减少，其捕获率分剐l为2．33 、1．22 和零，同时 褐 

家鼠<月a．ttun 0r”P cus)和小家鼠<M s，，1 0 )出现。 

草甸演变成草甸森林，鼠粪群落由东方田鼠(Microtu~forti~)+棕背督群 落 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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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2 鲁鲁童埔■鲞群 ∞多辑掣轴均匀性 

Table 2 Th0 di~ rsity snd evenness of rodent comm unRes in each habitat 

H ab it at f sp ec鼓ieB】Di ve rs ity l Ev均ar ln性f 65 
原 始 针嘲强 奎林 

Prim eval conifer—broadleof m ix‘d forests 

攻生攥地 
Seam dary bere londs 

长生扁 叶韩 
se∞ nd8ry broadleef forests 

^工 红梧# 
Artific{al korean pifie forests 

^工 藩斗橙林 
Artificial larch foresis 

草 甸 
M eadow 

0．6455 

0．T566 

0．621 7 

0．8629 

戚棕背鼾群落。东方 田鼠的数量锐减，捕获率由6．67 降到零。棕背评，尽管其数量增 

加不大，但由于其他种类的数量更低，使其所占比例由16．39~6_L升到77．7s％。成为绝 

对优势种。由于草甸森林中的鼠种类减少(褐家鼠、小家鼠和东方 团鼠 草甸森林 的 捕 

获率均为零)，使群落的多样性指数降低。 

2．■类生铂量的变化 

表 3说明原始森林鼠类生物量 (960．30克／公顷)较低，采伐后，鼠类生物量(次生裸 
寰 5 备捂息地■奏生物■[克(蟑t)，酱丽] 

Table 3 Rodent biom ass in each habit f(船 sh weigh~)g／hs) 

牺息地 花鼠 大林 姬 鼠 黑线 拒鼠 棕 背鲆 其拙 总计 
H6bh6t T．sibir． A． Pni黼 ． A．agrar

．  c． ／oc． Other Tot~*1 

原始针闻幅型椿(1) Ti 618．25 266．85 060
． 30 

次生操地 (2 30a．32 446．42 74．95 43O．15 】14．40 1 372
． 24 

衰生目斗# (3) 331．33 573． 5 2．g7 454．7 g 4．22 】366
． 56 

^ 工虹格# (4) 1 g5．51 541．52 20．7 111．42 104
． 36 071．6l 

^王繁开 橙林 (5) 32I．80 6B4．7 472．87 1350
． 44 

农 舶 (6 ) 198．4 685．02 1I2．32 482
．67 1475．B4 

草每 ( ) 03．e1 10．53 191．52 435．59 3I44
．
52* 3876

．
43 

草舟森 林 <B) 8．38 l4Z．‘3 4．7口 293．57 16．33 563
． 7 

,The blomoss of埘fcrotUS lo,'tls is ma；n(3056．01)． 

(¨ (2)(3)(4)(5 (6)(T)(3)see hsbi~ 0￡Tabl&1
．  

地的鼠类生 物量为1372．Z4克／公顷)有显著增加，并达 到 较 高 水 平，在 次 生 阔 叶 林 

(1366．56克／公顷)、人工落叶松林(135O．44克／公顷)和农~(1478．58克／公顷)中仍保持 

较高水平，在人工红橙林 (97i．61克／公顷)中又恢复到原始森林水平 

草甸形成草甸森林后，鼠类生物量大幅度减少，由3879．43克／公 顷 减 少 到503
． 78 

克／公埂 这主要是东方 田鼠变化的结果 

讨 论 

鼠类群 落的演替依赣于植被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森林采伐是鼠类群落演替的主要诱 

— — 20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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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随后营造和抚育人工林或开垦成农 田，控制着植被次生演替的方向。直接或间接的 

帝l约着鼠类生存环境中诘因素的变化 森林采伐后鼠类群落的演替主要体现 在 大 林 姬 

鼠、棕背鼾和黑线姬鼠的数量、相对比例的变化上 因此，影啊上 3种鼠 生存和数 
量的因素即成为该林区鼠类演替的主要环境因素。具有高大乔术的原始森林对大林姬鼠 

最为有 ，所以，大林姬鼠对次生林(包括人工林'乔 术层的变化l反映不明显，对林下草 

本植物的侬赖性亦不 显著(见表 4)。橡背拜的数量与林下草本植物生物量有显著的相关 

毫 l 备■^地簟奉蕾囊生秘t【亮(衅t)，平方米 

Table 4 m曲孵E biomass in each h?bi1 C‘如 曲wej曲t)g／in‘) 

勰 I髅；}曩 l 垃㈩【 ㈩l̂ * ，l鑫 
—蠹丌  
Norel(1)t 2)‘3)(̂ )t 5)seehsbita~0￡T日b1e1，2． 

性 (r=0．8812>r )，由于森林乔木层常绿树种的比例和郁 闭度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 着 

株下草本植物的种类和生长状况，而且棕背辫喜食植物的绿色部分(寿振黄，1964)。所 

以，可以认为林下草本植物的种类和生长状况是影响棕背鲆数量以及森林鼠类群落演替 

的直接因素，而乔术层是通过草本植物间接起作用。由于人的活动和全裸环境的出现， 

使黑线姬鼠侵入次生裸地。由于次生裸地开垦为农田，其植被、土壤和生境小气候已与 

森林截然不同，黑线姬鼠发展成优势种，使林栖类型的大林姬鼠和标背鼾及花鼠的数量 

减少，但大林姬鼠和棕背謦F仍具有一定的数量，这可能除了部分定居于农田的个体外， 

部分个体与大林姬鼠有迁移习性(夏武平，1958)有关，尤其在夏秋季节，杂草种子和作 

物都已成熬，而且量又较大，喜食植物种子的大林姬鼠(寿振黄，I964)向农 田证移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以生物量表示鼠类的生产力，则生物量可以反映出生态系统中次级生产力的鼠 

类部分。根据鼠类生物量(表 3)和草本植物生物量(表 4)的相关性 (r=0．9350>r ；)， 

可以预测，森林采伐后次生演替如果 向有利于草本植物生长的方向发展，鼠类生物量将 

呈增加趋势，反之，鼠类生物量将趋向减少。所以，初级生产力(草本植物生物量)的高 

低，直接影响鼠类生产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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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竹acl 

● 

The rodent comm unity st ructures and the biomass changes of the 5 types of yea— 

etation successions were studied in Huangnlhe forest region，Jilln Province from June 

to september，1988．After the Cutting of the conifer—broadleaf m ixed forests，the number 

of the C~ethrionomys]rufocanus increased while that of the Apodemus peninsulae 

decreased and the Apo demus agrar[us invaded．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ary 

broadles f forests and artificial larch forests，the rodent com munitY was still the type 

of Agodemua peninsulae+Clethrlonomys ru]oeanus．The forming of the artificial Kor— 

ean pine forests Made the number of the C~ethrionomys rufoca~us decrease apparently． 

and the Apodemus penfnsulae community came into being accordingly
．The forests were 

cultivated into farmlands，he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Apodemus agrar~u$+Apodemus 

pentnauiae community．The grassy marshlands developed into grassy marshland forests
．  

The rodent community was evolved into C~ethrionomys rufocanus community from Mf． 

crotua yortia+Clethrlonomya ra]oeanus community．Th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ele． ． 

ments upon the rodent successions were also analy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Rodent community’SuccessionlCom munity structureI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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