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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及其吡邻地区鼠类 

群落的结构分析 

‘

武晓东 
I _ - _ _ _ 。 。 一  

(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茅 

刘 勇 高继业． 

呐蒙古杭锦蟠蜘 钾 
摘 要 

根据库布其沙漠及其毗邻地区生境和鼠类分布的差异，应 用系统聚类法，将该地 区的鼠 

粪划分为 5个群落：(1)抄漠 鼠类群落 ；(2)半荒漠区沙地 鼠类群落 ；(3)荒漠 鼠类群落； 

(4)荒漠化草原 鼠类群落{(5)千草原鼠类群落。5个群落可聚为 3个群落组。(1)涉地群 

落组；(2)半荒漠和荒漠群落组；(3)干草原群落组。同时对鼠类群落的多弹性、均匀度等 

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 沙漠；鼠类 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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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鼠类群落及其结构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 (Brown，1973~Price，1978~ 

Grant，1979；Meserve，1981；钟文勤等，1981；周庆强等，1982；施大钊等，1988；米 

景川等 ．1990) 有关库布其沙漠及毗邻地区的鼠类群落 ，尚未见报道，1988年 5 7月， 

我们对这一地区的鼠类群落结构进行了野外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自然环境与工作方法 

库布其沙漠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北部边缘、黄河中游河套平原以南 ，呈带状横亘于黄 

河南岸。东西长 40公里 ，南北宽 7O公里，介北纬 39。22 一4O。25 ，东经 106。55 一109。 

I6 

库布其沙漠横贯杭锦旗境 内，将该旗分成沿河、梁外两类地区。沿河区为农作区 梁 

外区是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索沙漠的中间地带，地形崎岖复杂，东部为栗钙土，中部为棕 

钙土 ，西部为灰漠土。擅被相应为东部丘陵和高平原干草原、中部为半荒漠、西部为荒 

漠。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严寒、春干旱、风沙大 锡尼镇地区年均气温为 5-7 C，最 

低气温一32．1 C，最高气温 36．3C 年降水量 288毫米 ，主要集中在 7 9月 

野外调查包括库布其沙漠及其毗邻地 区具有代表性的生境类型，采用夹日法进行鼠 

种调查，鼠夹为标准铁制板夹 诱饵为花生米 布夹一昼夜内检查两次 对所捕获的鼠 

类进行测量、称重 ，并逐一检查其繁殖状况和胃溶物 

*现在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工作 

本文于 1991年 8目 i 6日收到．1993年 10目2日收到修改稿 

43 

9 

． 

施 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鼠类群落组成及其结构分析 

调查共设样方 58个，各样方的选择是依据地带性植被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境中选 

取 各样方的分布如图 1。本次调查共捕鼠类 11种 ，1 1O8只，其中小毛足鼠 Phodopus 

roborovskii 337只，占 3O．42 {三趾跳鼠 Oipus sagitta 322只，占 29．O6 }五趾跳鼠 

Allactaga sibirica 182只，占 16．43 ；子午沙鼠Merionesmeridianus I17只，占 10．56 ； 

草原黄鼠Citellus dauricus 51只，占 4．60 ；黑线仓鼠 Cricetulus barabensis 45只，占 

4．O6 ；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 36只，占 3．25 ；短尾仓鼠Cricetulus eversman— 

ni 9只．占 0．81 ；三趾心颅跳鼠Sa ingottzs kozlovi 4只，占0．36 ；灰仓鼠Cricetulus 

ratorius 3其，占 0．27 ；蒙古羽尾跳鼠Stilodopus andrewsi 2只，占 0．18 。 

图 1 庳布其沙漠及毗邻地区鼠类调查样方分布图 (囤中数字为样方序号) 

Fig．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plots investigated in Kubuqi desert 

and ad~cenr~gion(N~ bers。n the figure we plots investigated) 

图 1表明各样方在各种地带性植被中的分布较均匀，东部干草原区分布 19个样方， 

中部半荒漠区分布 l7个，西部荒漠区分布 l2个 ，库布其沙漠中部分布 S个，沿河区 5个。 

样方面积平均 12．5公顷。各样方的夹 日数列于表 l。在进行系统聚类 (钟扬等，1990)时， 

采用每样方各鼠种的捕获率作为样方的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用每种鼠的捕获率这一属性． 

克服 了样方问夹 日数不同等不利因素，使样方间有相同量纲的属性 ．进行聚类是可行的。 · 

米景川等 (1990)选用了各样方中每个鼠种所占捕鼠总教的百分率 ( )作为分类单元． 

与我们所用的指标相似。聚类结果如图 2 
一 一 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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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库布其沙j羹爰其毗邻地区鼠娄调童样方夹 日敷 

Table l Trap night nun~bers of plots havestigated in Kubuqi desert and adjacent region 

样方序号 尧日数 梓方面积 虫日数 佯方面积 兜日数 佯方面积 
(公顷) 样方序号 ( 顷) 样方序号 (公顷) 

No． plot~ Trapnighl Af Of Plots o plots Trapnight Atea of Plots O． plots I'rapnight Atea of Plots 
in~,estitrated (ha ) in~estieated cha．) ㈣ bers i

nvestiEated (J-a．) 

l 997 25 22 500 】2．5 43 93 25 

2 l000 25 23 500 12．5 44 500 12．5 

3 482 12 5 24 500 1 2．5 45 400 l0 

4 5O0 t2 5 25 500 1 2．5 46 493 l2．5 

● 450 11 25 26 500 1 2．5 47 450 11．5 

6 1000 25 Z 7 500 l2 5 48 4O0 10 
^  

， 1000 25 28 500 t2 5 49 441 11 5 

8 8t8 15 25 29 250 6 25 50 394 10 

9 9t8 23 75 30 250 6 25 51 787 20 

lO 】000 25 3】 250 6 25 52 800 20 

】l 1OOO 25 、 32 500 l2 5 53 738 20 

l 2 492 12．5 33 500 l2．5 54 767 20 

l3 486 12·5 34 500 12．5 55 700 17．5 

14 249 ．25 35 250 6． 56 798 20 

l5 200 5 36 250 6． 57 800 20 

l6 1000 25 37 489 12．5 58 695 17．5 

l7 500 12 5 38 481 1"2．5 

l8 4O0 10 39 878 23 75 

l9 5O0 l2．5 40 970 25 

20 500 12．5 41 450 l】 25 
～ 

21 500 12．5 2 480 12 5 

a 6 J 

Fig．Z 

2 T 5 1I I 2 ’ 10 ‘ B 

{苹 组 G r~ult ’I ot o i~ve Jligtted 

图 2 各样方组系统聚类结果 ． 

The results of systemadc cluster in each plo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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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2中距离系数在 2．89以下者分为五大类。根据聚类结果．并考虑到不同生境特 

点及鼠种与数量的差异，同时参考钟文勤等 (1981)和施大钊等 (1988)的工作．将该 

地区鼠类划分为 5个群落，结果如表 2。在杭锦旗境内的沿河和梁外两地两侧都有较宽的 

流沙覆盖地带，特别是梁外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受沙漠的影响更大。加之由于多年的干 

旱与过牧．造成了这一地区鼠类组成及其群落结构上都突出地表现为适应沙漠与荒漠的 

特点。如小毛足鼠和三趾跳鼠分布最广，数量比倒很高。有这两种鼠的样方均占 91．38 ． 

两种鼠的捕获量占总捕获量的 59．48 。 

表 2 库布其沙漠噩毗邻地区的皇娄群落结构 (捕鼠教／100夹日) 

Tabte 2 The slfuct⋯ f the rodent commuttities in Kubuq L desert 

and adjacent regiott(rodent captured／100 traps day) 

种 类 群落 Community 

I l I ～ V 

三趾 跳 鼠 Dipus~gitta 1 88 1．65 0 62 2 22 0．22 

五趾跳 鼠 Alta,'taga sibirica 0．31 0．36 0．29 0．85 1．77 

蒙古 羽尾 跳 鼠 StilcMipusⅡ， ⋯  0 0 0 01 0 0 

三趾心 颅跳 鼠 抽~rgotus ko=hwi 0．13 0 0 0 0 

长爪 沙 鼠 Meriones unguiculatu．~ 0．03 0．06 0．06 0．21 0．03 

千年 鼠 Ⅻ mP meridian~ts 0．26 0 42 0．87 0．24 0 12 

仓 Cri~'etutus⋯ ⋯  ‘ O 0 0．01 0．08 0 07 

小毛足 鼠 Phodopus robr~wskii 0 31 1 80 0．63 3．54 0．17 

黑线仓 鼠Cricetutus barabensls 0 0 0 10 0 0．03 

艉仓鼠 Cricetutu~migratorius 0 0 0 01 0 03 0．02 

草原黄 鼠 Citeltu~daurlcus 0 0 0 04 0 11 0．71 

夹 日数 Number trapping day 、 3186 3342 16829 3789 5812 

捕鼠数 Num~r of captured rat 1_95 143 343 275 148 

捕 获率 Ra6o 0 captured珀t 3．82 4．28 2．04 7．76 2．38 

群落 I 三趾跳 鼠+子午沙鼠+小毛足鼠群落。生境为库布其沙漠的典型地段。区 

内人口稀少 ．流动沙丘占整个沙漠面积的 8o ．植物稀疏，总盖度小于 I ，沙丘上部 
一

般无任何植物生长 ．仅在沙丘下部及丘问低地有零星籽蒿 (Artemisla sphaerocephala)、 

沙米 (Argiophyllu arenarium)和沙竹 (Psammochloa villosa)等。该群落由三趾跳鼠、 

子午沙鼠、小毛足鼠、五趾跳鼠、三趾心颅跳 鼠和长爪沙鼠组成。三趾跳鼠和子午沙鼠 

为该群落的绝对优势种，两者占总捕获数的 8o ．在各样方中的分布比较均匀。陈延熹 

(1965)调查陕西毛乌素沙漠地带啮齿动物时曾指出．在植被稀疏的流动沙丘中．分布最 

多的是三趾跳鼠，在半固定沙丘中亦有一些小毛足鼠。我们此次调查结果与此一致。三 

趾心颅跳鼠为该群落的特有种，数量很少。 

群落 i 小毛足鼠+三趾跳鼠群落。生境为半荒漠区的固定、半固定沙地和覆沙地 

带。主要植物有油蒿 (Artemisia ordosica)、沙鞭 (Psammochloa villosa)和杂类草等。鼠 

种组成与群落 1相同．仅子午沙鼠的比倒减少．而半荒漠鼠种小毛足鼠比例增加，占捕 

鼠敬的 42．2 。三趾跳鼠的比例也较高。具有与群落 1相似的沙地群落的特点。但半荒 ． 

漠鼠种比例大．具有一定的半荒漠群落特点。 

群落 Ⅱ 小毛足鼠+三趾跳鼠+五趾跳鼠群落。生境为草原化荒漠和荒漠。主要植 

物有霸王 (Zygophyjjum xanthoxylon)、沙冬青 (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短角锦 ‘ 

鸡JL(Caragana brachypoda)和沙生针茅 (Stipa glareosa)等。由 1o种鼠类组成，以小 

毛足鼠和三趾跳鼠为该群落的优势种．捕获量占 61．2 。常见种有五趾跳鼠和子午沙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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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大于 0．600显示出三个分支 (群落组)，即群落 Ⅱ、I、Ⅳ为荒漠和半荒漠群落组 ；群 

落 1为典型沙漠群落组；群落 V为典型草原群落组。在 0．66的水平群落聚台成两类。反 

映了该地区沙漠与荒漠和半荒漠区的相互联系，而其中小毛足鼠和三趾跳鼠由于分布广 

泛，几乎遍布所取的 58个洋方中，而且在各群落中比例也较高，因而在两个群落的关系 

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地区鼠类的组成及其群落结构上都突出地表现出适 

应沙漠与荒漠鼠类的特点。 

群落 I的生境为典型的沙漠 群落 l为荒漠区的沙地；群落 Ⅲ为草原化荒漠与荒漠 ； 

群落 Ⅳ为荒漠化草原 ；群落 V为干草原 

群落的多样性通常与其组成种的丰富度或多度及种间个体数分布的均匀度两个参数 

有关 。用其指 数可以定量比较不 同地 区或 同一地 区群落 的结构特征。采用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对 5个群落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S 

、 — 、 

H 一一 厶 PJog P． 

其中，H 为多样性指数 ，S为群落中鼠种数，Pl为鼠种 i的个体数占群落中各鼠种总 

个体数的比例。 

另以 P'ielou(1966)公式计算均匀性指数 (J )： J =H ／H ～ 

H 一为H 的最大理论值 ，即假定群落内各鼠种以相同比例 (1／s)存在时的H 值。计 

算结果如表 4。 

衰 4 鼠娄不 同群落组成种的多样性指数与均匀性指数 

Table{ The diversitv and⋯ ⋯ s indices 0f species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rodent communities 

群 落 种 数 
H H ⋯  J 

CoⅡ1nIuⅡ tIes Numbers of spee[es 

6 1 2689 1．79l8 0 7087 

l 227l 1_8094 0．7625 

10 l 6694 2．3026 0 7250 

8 l 3086 2．0794 0．6293 

9 l 5006 2 1972 0．6838 

从表 4可知群落 _和群落 V的 H 最高，分别为 1．6694和 1．5006，群落 IV居中，群 

落 I和 I1最低。各群落的 H 有明显差异。钟文勤等 (1 981)认为此差异似与其所处环 

境的复杂性有关。施大钊等 (1988)发现 H 值较高的群落生境，鼠类隐蔽条件，食物成 

份复杂，反之则较简单一致。本文的结果说明群落 11分布于草原化荒漠地区，面积广．地 

形复杂．植被较好，植物种类也丰富 ，适于多种鼠在此生境栖息和生存 ，因而 H 较高。群 

落 V为典型草原区．植被条件与水份条件较好，故H 值亦高。群落 f和 Ⅱ为沙地生境，水 

份条件和植被条件都差，H 值则较低。 

从J 值上看，反映了5个群落中鼠种分布的不均匀性。群落 I和 l虽然种类较少，但 

各种 鼠的分布较为均匀 ，由于 H 和 H ⋯之间的数学关系，J 值较高，群落 V虽 H 高，但 ． 

J 值较低是由于各种鼠分布的不均匀所致 

讨 论 

本文基于大面积调查的结果，以植被、地形、地貌等生态条件及鼠类组成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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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鼠类群落，因此这些群落具有一定的地带性群落的特点。而同一地带生境条件的局 

部变化 ，如地形起伏 、植被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坡向等都会影响到鼠类的分布和数量 这 

可以认为是同一地带性群落中鼠类在空间和营养等生态位不同所 }起的 

鼠类群落的多样性与其生境 复杂程度有一定关系，此点 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 

认同 (Grant等，1979、1 982；Meserve，1981；张洁．1984}施大钊等，1988)。Brown 

(1 973)还指出在荒漠区沙地生境的鼠类多样性是受降雨量的影响。刘i酉发等 (1990)刚 

认为鼠类群落的多样性与植物的多样性没有相互关系，号降水量也无关系。周庆强等 

(1 982)认为土壤的水分含量与群落多样性呈负相关。迩宥一些作者认为群落的组成与种 

间关 系、栖息地 的利用 等生态因素有关 (Price，1979；Meserve，1981；Brown等 ． 

1 985)．故深入研究群落的相似与相异程度是有意义的。 

群落 l的生境为半荒漠区内的固定、半固定沙地和覆沙地带．虽然处于群落 I和群 

落 _、Ⅳ的交错地带 -但由于沙漠影Ⅱ 严重 ．群落中有沙地鼠种和半荒漠鼠种的分布．未 

表现出群落交错区多样性交叉的特点．这与当地环境的特殊性有关 。 

此次调查选择 5 7月进行 ．主要是考虑 当地气候条件及此时植被的种类和产量较稳 

定．各种鼠类活动正常．能够反映当地鼠种分布的真实特征。’ ” - 

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已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群落的分类研究中 我们应甩此法对野 

外选取的 58个样方进行两次聚类，即先用 58个样方的每种鼠的捕获率构成样方一种原 

始数据矩阵进行一次聚类 。在一定相似系数水平上选择形成几个样方组，然后再用样方 

组 种的原始数据矩阵再进行聚类。将得到的结果进行群落划分，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 

库布其沙漠及毗邻地区鼠类地带性群落的特征。应用系统聚类法虽然可以克服人为划分 

群落的主观性．但相似系数水平的选择仍有一定的人为因素 西此原始数据构成辨矩阵 

中如再加入植被、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特征．并应用排序技术和分类技术对动物群落进行 

分类．将会产生更加客观和真实的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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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ALYSIS OF RODENT COMMUNITIES IN KUBUQI 

． DESERT AND ADJACENT REGION 

．W U Xiaodong SHI Dazhao 

(Animal Husbandry and Agn'culrurM [n．ctltutet Inner Mongolia，Hubehaote， 010018) 

LIU Yong GAO Jiye 

(Ani~ t Husbandry Bureau Hart黑rin＆ t ) 

Abstract 

The structure hf rodent community s,vt-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sed by using method of trap-night in 

Kubuqi desert and a djacent regionfromM aYto Julyin1988．1108individuals of11 species rodentswere 

traped and divided it into five communities． 

(1) Dittos sag／tta+ M eriones cneridianus+ Phadopus roborovskii community； (2) Pkadopus 

roborovskii+Dipus mgitta community； (3)phodopus roborovskii+ L~'pus sagitta+ Meriones meridianus 

community；(4)Dipus sa l + Phodopus roborovskii+ Allactaga sibirica community；(5)Allactaga sibir- 

ica+Citellus dauric；cs+Dipus~agitla community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of the communities were calculated：The diversity in— 

dex in community g s the highest．The lowest diversity and the highest evenness index were in cam- 

munity I (Seetable 4)． 

Key words D晤en ；Rodenti Commi]nity structure ’ 

黄文几同志逝世 

我国著名动物学家、 中国兽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兽类学报》原副主编、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文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1月3日逝世．享年 85 

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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