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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于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在鲁西和鲁南平原农作区对小型兽类群落进行了调查，其 

群落组成以啮齿动物为主．可血l为6类群落：河滩高地的黑线仓鼠群落．河滩高地人房附近的 

黑线仓鼠+小家 鼠群落 ．缓平坡地的黑线仓 鼠+黑线姬 鼠群落 ，浅平洼地的黑线姬 鼠+黑线 

仓鼠+大仓鼠群落．洼地农作区的黑线奄鼠+黑线姬鼠+大仓鼠群落和洼地蔬菜种植区的 

黑线姬 鼠+黑线 仓鼠群落。群落的季节变化明显 ．11月至趺年2月以黑线仓鼠为优势种，其它 

月份则黑线姬鼠或大仓鼠较多 人房附近农作区小家 鼠也有季节性迁移现象 。 

关键词 奎堡星}． ：型蛊耋 ． 懿组成 要莹 业一 

群落组成及季节变化是小型兽类群落生态的重要部分 ，也可为有害动物的综 合防治 

提供依据。已有一些农作区小型兽类群落的研究工作 (Fleharty等，1983；Kaufman等， 

1990{诸葛阳，1 984；蒋光藻等，1989；丁平等，1992)，但在鲁西和鲁南平原农作 区尚 

属空白。作者于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分别在阳谷县和薛城区调查了该区小型兽类群落 

的组成 ，并用最优分割法探讨了群落的季节变化。现报道如下。 

样区自然概况和工作方法 

鲁西平原屑黄河冲积平原。阳谷县位于该平原的南端 (东经11 5。39 一1l6。06 ；北纬 

35。55 一36。19 c)。历史上黄河多次决 口改道，泥沙淤积形成了河滩高地、缓平坡地和浅平 

洼地三种主要地貌类型。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据1981年的统计 ，小麦、玉米约占 

44．O8 ，棉花约占28．23 。潮土是主要的土壤类型。鲁南平原在鲁中南山地的南部 ，江 

淮平原的北端 ，西邻微山湖，为湖积、洪积平原。薛城区在该平原的北部 (东经117"～9— 

117。28 ，北纬34。37 一34。56 )，小麦、玉米分别占全区粮播总面积的45．9 和2O．7 。 

· 国家 八五 攻关项 目子谭题的一部丹．阳各县植物保护站棣万良．薛城区植物保护站殷宪亮 ．季广庄等同 

志参加野外工作 

车文千1993年7月26日收到．1994年2月22日收到蟛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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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多大面积种植蔬菜。土壤主要为砂姜黑土 。 

在鲁西、南平原，人房多与农田 (或菜地)相邻接。根据地形 、地貌特征及种植作物 

状况 ，我们将它分为6类样区进行小型兽类群落调查。 

I．河滩高地农作区：在阳各县城4t3公里 ，地势较高，表层土以沙壤和轻壤为主； 

I．河滩高地人房附近农作区：与 I在同一地区，但靠近居民区，离人房200米以内；i、 

I样区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代表全县总面积的48．6 。I．缓平坡地农作区：在 

阳各县城西8公里，地势低于样区 I，表层土壤为中壤。Ⅳ．浅平洼地农作区 ：在阳谷县 

城西6．5公里 ，地势低于样区I，表层土主要为中壤和重壤，土壤粘性大 。I、Ⅳ样区主 

要种植小麦和玉米 ，代表全县总面积的4l_4 。V．洼地农作区：在薛城区南3公里，地 

势低洼，表层土为轻壤，主要种植小麦、玉米。Ⅵ．洼地蔬菜种植区：在薛城南0．5公里， 

地势稍高于样 区V，表层土为中壤，主要种辣椒。V、Ⅵ样区代表全区总面积的l2．9 。 

1 992年3月至1993年3月以中号铁夹常规夹 日法 (卢浩泉等，1988)逐月定点调查 ，花 

生米为诱饵。每月每样区不少于200夹 日，连续两天完成 记录捕获地点 ，鉴别种类 ，进行 

测量 、称重和常规解剖。取表层土 (10—1 5厘米深)以烘干法测含水量；分析小型兽类的 

分布与栖息地的关系 分析群落的多样性、群落间的相似性并进行聚类 ，以最优分割法 

(郎奎醚等，1989)分析群落的季节变化。数据处理在 IBM Pc系列浪潮286微机上进行。 

结果与讨论 

l_群落组成及类型划分 

全部佯区共置l 4 628夹 日，捕小型兽类l 049只，总捕获率为7．12 。其中啮齿类1 045 

只，占99．62 ，食虫类4只，占0．38 。 

样区 I：2 360夹日捕啮齿动物A7只，{Ili获率4．11缢 未抽到食虫 。其中黑线仓鼠 
(Cricetulus barabensis)92只，占94．85 ，黑线姬鼠 (Apode．,us agrarius)2只 (2．06 )， 

小家鼠 (Mus$,~l,tSCI,dl,t5)2只 (2．06 )，大仓鼠 (Cricetulus triton)1只 (1．03 )。黑 

线仓鼠占绝对优势。 

样区 I：2 896夹日捕小型兽类180只，捕获率6．22 。黑线仓鼠153足 (85．O0 )， 

小家 鼠23只 (12．78 )，黑线姬鼠2只 (1．11 )，刺猬 (Erinaceus europaeus)1其 

(0．55 )，小麝聃 (Crodldura$Uazleolgns)1只 (0．55 )。仍以黑线仓鼠为主，小家鼠 

的数量也很高。 

样区 Ⅲ：2 552夹日，捕小型兽类157只，捕获率6．15 。黑线仓鼠94只 (59．87 )， 

黑线姬鼠58只 (36．94 )，小家鼠4只 c2．55 )，小麝聃1只 (0．64 )。黑线仓鼠和 · 

黑线姬鼠为优势种。 

样区Ⅳ：2 233夹日．捕鼠362只，获jfIi率l 6．21 黑线姬鼠183只 (50．55 )，黑 

线 仓鼠1 2O只 (33．1 5 )，大仓 鼠32只 (8．64 )，小家 鼠25只 (6．9l ，，褐家鼠 

(Rattus norvegwus)2只 (O．55％)。黑线姬鼠、黑线仓鼠为优势种，大仓鼠和小家鼠次之。 

样区V：2 537夹 日，捕鼠139只．捕获率5．48 。黑线仓鼠65只 (46．76 )，黑线 

姬 鼠48只 (34 53 )，大仓鼠26只 (18．71 )。 

样 区Ⅵ：2 050夹日，捕小型兽类ll4只，捕获率5．56 。黑线仓鼠45只 (39．47 )， 

黑线姬鼠60只 (52．63 )，小家 鼠8只 (7．O2 )，小麝晌1只 (0．88 )。 

根据动物群落命名法 (孙儒泳，1 992)，将上述6个样区对应划分为6类小型兽类群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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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河滩高地农作区的黑线仓鼠群落；B．河滩高地人房附近农作嚣的黑线仓鼠+小家鼠 

群落 ；c．缓平坡地农作区的黑线仓鼠+黑线姬鼠群落 ；D．浅平洼地农作区的黑线姬鼠 

+黑线仓鼠+大仓鼠群落；E．洼地农作区的黑线仓鼠+黑线姬鼠+大仓鼠群落；F．洼 

地蔬菜种植区的黑线姬鼠+黑线仓鼠群落。 

2．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的重要特征，它与群落的物种数及物种问重要值分配的均匀性有 

关。最常用的多样性指数为 Shannon—Weiner指数 (H’)和均匀性指数 (E)。计算公式为： 

H ， 

H’一 一 P,Log Pi E一 酉 (Hmax= Log。s) 

式中，s一物种数，P．一第 i物种的重要值 (十体数)占总重量值的 比例 ，Hmax一在 

最大均匀性条件下的物种多样性值。其计算结果见表1。表1表明，多样性以群落 D最高 ， 

D、E、F、c、B、A递减；均匀性以群落 E最高，E、D、F，C，B、A递减。 

衰1 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囊 

"l-abl 1 1h d ～ sity a ⋯ ⋯  s i {c of eachⅢ muni口 

群落 铀 种敦 多样性 指数 均 匀性 指教 

Community of species Di~ rslty i Evc一 5 -d 

A 

B 4 n 50l0 0． 3614 

C 吼 8007 0． 5 76 

D 5 I． 1386 m 7070 

E 3 1． 0362 0． 9432 

F 4 0． 9327 0． 6728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人为干扰有密切关系。如群落 A在高产农田，农作物品种比较 

单一，并且大量施用化肥、农药，进行机耕深翻、浇水灌溉和锄草松土等 ，恶化了鼠类 

的栖息条件，使难以适应的种类减少甚至消失，适应的种类繁盛，故群落的优势种突出。 

与之相反 ，如群落 D，在低产农田，很少灌溉、旋肥或喷洒农药 ，田闻管理差，田埂上杂 

草丛生，田间还有小片荒地及坟头等，均为害鼠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因而群落的物 

种丰富，捕获率也高。 

3．群落的相似性 

以Bfay—Curtis距离 ED (j，k)]表示群落问的相异性，公式为： 

D ( ，k)： 

∑ Ix．，一X． 

∑(x +X． ) 

式中，s一物种数，xu、x 分别表示物种 i在群落 j、k中的重要性 (个体数)比例。 

以1-D (j，k)转化为相 性系数并以非加权平均聚类法进行聚类 ，结果分别见表 

2，图 1。 

从图1可见，D和 F最相似．其次是 A和 B、C和 E。在0．4968相似水平上6个群落 

可归为两大类．即干旱类型，包括 A和 B及低洼潮湿类型，包括 C、D、E和 F。 

4．群落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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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分割法曾被用于分析昆虫群落的季节格局 (郭依泉等，1 987)，是研究有序样本 

变化的一种聚类分析法。我们 此方法对小型兽类群落进行2，3，4⋯ ．．．n次 ，共 n一 

1次分割，其变化始趋平缓的那次分割即为最优分割 。 

相似事 simil丑r ratlo 

! !!!=|!!：．! 一 

凰l 6十小蛩兽类群落的碓娄树状踵 

Fig l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0f six small m{_mm l㈣ munities 

表2 6十小型兽娄群落问的相似性幕教 

T b]e2 Simila~ily indic~s‘~nmong the six smaII mammal communities 

群落 A B C D E F 

Communily 

A 

B 0。 88l7 — 

C 0． 6 9 0． 64l7 — 

D 0． 3830 0． 4l17 0 7264 — 

E 0． 4985 O． 4 787 0， 81聃 0． 765Z 一 

F 0． 4359 o． 4848 0 7960 0． 9061 0． 74O0 — 

3--?e 仲 I]一 3 ●一日●1OI]·l 2 3 ●--7¨ 一】d】】】2-- 2 3 

】992 1蚺 3 】992 1993 199z 1 3 

￡]熏线仓鼠0 64f 6rI舢 琵 黑钱短鼠 ．̂叩f一 { 

研 尢奁鼠。-f曲 t ■ 幅隶鼠 即枷$ 

罾 圈 

圈2 小型兽类 群落组成 的季 节变 化 

Fig Z Seasonal c]*an~es_n sm ¨mammal community cornpc~s]tion 

群落 A 每月黑线仓鼠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或者是唯一的种类，季节变化不明显。群 

落 B—F的月变化和季节变化分别见表3，图2。其中刺猬和小麝聃因数量少归并为食虫 

类。 ． 

群落 B 3 7月，由黑线仓鼠、小家鼠、小麝聃和刺猬组成 。黑线仓鼠的数量最高 ，小 

家 鼠次之，二者差异不显著 (t—1．728~t ctf：4，P>O．05)。8Yl，小家鼠数量上升 

并接近黑线仓鼠的数量。9,q未调查 ，小家鼠的数量有可能继续上升。10月未捕到小家鼠， 

一

302 

嘧嘲隧目目目目 一 
丽蝴 国营亘目目亘 一 

嘲嘲蝴 目目目垦 
-眈 黝 喇 垦 

册目 一 

皿 翱戮别 _| 一 一 一 一 啊嘲嘲煳 崮日 一 凹目曰目目目一 罾 一 

嘲 童 一 一 

一 

Ⅲ譬量一 H臼一 凹II=u堕 
l̈HI=旦 

l上暑毒1l 一 

一 

j i  

L  

卸 博 # ● 

 ̂ 芒 。|n三d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但有黑线姬鼠。11月至次年3月，黑线仓鼠极显著地高于小家鼠的数量 (t一5 758>t。。 一 

2．896，dr=4，P<O．。1)。人房附近农区，除lo月到次年1月外全年均可捕到小家鼠；可 

见，小家鼠有季节性迁移的习性。每年2—3月迁入农田，9、10月随秋季作物的收获迁回 

人房。 

衰3 --'b~g粪群落每月组成的查化 

Table 3 M onlhly~hang~ in~ma1]~ rnmal⋯ m nily mpo ition 

群落 及组成 月份 MoRth 
Community and 

992． 3 4 5 6 8 9 10 I1 12 1993． 1 2 3 

C 、6 9-01 5
． 44 2 2 0．68 1．00 3．13 — 3．35 9．50 5．00 7．14 7．89 12 7g 

A． 口 一 0-99 
B 

M 卅 0．42 3．06 I 03 2．78 — 0．53 0．58 

0．23 0．50 一 

C． 6 一 2．00 2．00 I 00 I．34 0 51 m 95 3．50 5．00 8．16 — 11．50 5 00 

A． n — 3．33 4 33 0．33 1 34 1 53 4．2 0．50 0．68 一 I．00 7．00 
C 

M ． — 0．67 0．95 一 

Inse． —— 0 33 —— 

C． 6 一 7．14 5．98 Z．94 3．67 i．98 l 00 1．99 7．00 8．00 — 20．90 10．5C 

^． d 一 13．27 5．96 8．70 6．( 0．99 6．00 28．36 9．00 7．00 — 4．04 3 00 

D C． f 一 i．02 0．33 5 00 1．98 Z．90 2．49 — 1．00 

M  一 I．71 4 35 0．99 I．00 0．50 0．50 一’ I
． 00 

R． — 0．6 一 

C． b 一 一 一 I-97 4-‘)8 1·67 0-67 4． 00 3-50 5-26 5-O0 2-50 

E A． 日 一 一 一 1．59 I．36 3 33 2．O0 3．t)o 1．O0 i．39 2．50 3．50 

C． f 一 一 一 0 32 5 44 2．33 I．t)o 

C． 6 一 一 一 2 17 3．97 2．55 2 50 4．64 2 09 1 00 I．10 1．54 

A． 口 一 一 一 1．44 6．94 8．28 0．50 4 94 4 O0 I．5O 1 10 l 00 1 54 
F 

村 ．埘 一 ～ 一 0．72 0 41 1．27 1．00 0．5l 

Inse —— —— —— 0． 55 

住 I C．b，^．日·M ⋯ C lt R．一41nd ． 分别代 表黑钱 仓 鼠、 黑钱姬 鼠、 小索 鼠 、大 仓 鼠、褐索 鼠和 自虫英 

0te；C 6，A 4， ·C． ，R． aad j ．represent C． ~arabeasis．^． agraari~s． ~f． c 5一 C． triton 

R． ~orveglcu$and In~ec~iw ra re~pecliw [y 

群落 C 4—8月，黑线姬鼠稍多于黑线仓鼠。也有小家 鼠和小麝晌；9—10月．黑线 

仓鼠数量上升。几与黑线姬鼠相等，仍有小家鼠；11月至次年2月 (1月因下雪未调查)， 

黑线仓鼠明显多于黑线姬鼠 (t一4 032>t 。 一3．747，dr=2，P<0．01)；3月黑线姬 

鼠又超过黑线仓鼠的数量。 

群落 D 4—7月．由黑线姬鼠 黑线仓鼠、大仓鼠、小家鼠和褐家 鼠组成 ，其数量递 

减；8月黑线姬鼠下降．大仓鼠上升；9月和10月，黑线姬鼠超过其它鼠的数量；I1月黑 

线仓鼠上升，但仍低于黑线姬鼠；l2月至次年2月 (1月未调查)，黑线仓鼠超过黑线姬鼠 

的数量并持续到3月；11月至敬年2月无大仓鼠．3月则开始出现。 

群落 E 6—12月，黑线仓鼠、黑线姬鼠、大仓鼠三者比例相当；1月黑线仓鼠上升； 

2—3月黑线姬鼠亦上升，但少于黑线仓鼠；4月和5月未作调查。 

群落 F 6一l1月，黑线姬鼠多于黑线仓鼠，小家鼠较步；12月至次年1月，黑线姬鼠 

仍高于黑线仓鼠，但无小家鼠，捕到小麝聃1只。3月，以上三种鼠的数量均上升；4月和 

5月未调查。 

根据群落类型及季节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做此制订相应的鼠害防治策略 。地势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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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以防治黑线仓鼠为主 ．潮湿低洼地区则着重防治黑线姬鼠和太仓鼠，蔬菜地尤 

其要注意黑线姬鼠的防治。春季是灭鼠的最佳时期，要各种害鼠兼治的同时重点防治黑线 

仓鼠}夏 、秋季重点防治黑线姬鼠和太仓鼠。人房附近农作区要在4、5月份小家鼠集中迁 

入农田的时期加强防治。 

5．黑线仓鼠、黑线姬鼠的分布与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关系 

分析黑线仓鼠、黑线姬鼠在群落中的比例与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关系 (表4)，结果表 

嚼，黑线仓 鼠喜欢选择干燥地区，与表层土壤含水量呈负相关 (r一--0．6705，n一5)。而 

黑线蛭睡在潮湿地区较多，与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 (r一0．7336，n一5)。与张洁 (1984') 

的绪论柜一致 。 

衷 4 黑盏e薯，黑盏j叵鼠曲数量与衰屠土壤害水i的关系 

THUc 4 Relationship b _ umberI of C barabensls and A． agrarlus and wⅡter~．,onterr of⋯  ce soil 

群 落 B C D E F 
Community 

表层土 壤 含水 量 
W a1 r coRtenI 1．1497 3 5565 3．3049 3．3427 2-3 6 

of Hurf— soil 

黑线 仓 鼠比例 

P~rcentage of 85．O0 59．87 33 15 46．75 39-47 

C ， 6 ／s 

黑线 I臣鼠比倒 

Percentage of 1 11 36 94 50．55 34．53 52 63 

A-agraf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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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ALL M AM M AL CoM M UNITY CoM PoSITIoN AND 

SEAS0NAL CHANGES IN CRoP FIELDS oF W EsTERN 

， AND SoUTHERN PLAINS IN SHANDoNG PRoVINCE 

JIANG Yunllang LU Haoquan LI Yuchun 

(1)epartenent ofBiology。Sha月dongUniver,ity⋯Ji ．250100) 

ZHANG Xuedong XU W ensheng 

(Yangu Pinm Protet'tlon Statio~of  Shand~g Pr~iTJce) 

HU Jiwu TIAN Jiaxiang 

(Xu~'heTJg Plant Pr tion Stati~ of Shandong prov~ee) 

A bstract 

Investigations on small mammal community in crop fields of western and southern 

plains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carried out from M arch，1 992 tO M arch， 1993． Six 

communities were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Flood land field Cricetulus barabensls community； 

B． Flood land field near residential area C． barabensis+ 埘 7ntlsculus community； 

C． Gentle Sloping field C． barabensis+ Apodesnus agrarius community； 

D．Shallow flat low—lying fieId A．ug ur s+ C．burabensis+ c．triton community． 

E． Low—lying field C． barabensis+ A． ag~'arius+ C．triton community； 

F． Low—lying vegetable plot A． agrarius+C． barabensis community． 

Seasonal changes in community compisition were distinct except in community A． 

From Novemher to February in next year C． barubensis was the dominant． in other 

months was A． agrarius or C． triton． Seasonal migrations of house mouse ( 

musculus)were also f0und in crop fiek【near residentia1 area． 

Key words Crop field；Small mammal；Community composition；Season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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