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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黑线姬鼠与臭胸的巢区l及 

种间关系的研究 

杨士剑一 诸葛阳 

(杭州大学生嘧系) 

摘 要 

通过为期一年的标志重捕研究，获得了农田优势种黑线姬鼠与臭聃的巢区、活动距离、 

领域性等资料，分析了种阃领域性厦空间分布的关系。并璐察到髓着捕获l突数增多，对动物 

的可捕性产生影响，再结合对重捕期锋重变化的分析，发现长船标志重捕对两种动物产生了 
正与负的效应。 ． 

关薯词(Key wo rds)：黑线姬 鼠 (̂ p0dB ms agraf~us)，臭聃 (s砩∞ murinus)， 

农田 (Farmland)，标志重捕 (Mark~recapture)，巢区 (Holne range)，领域性 

(TerriIorialiIy)，空间分布 (Spat‘al disI虹bu日 A)，．可 捕性 (Catchability)。 

黑线姬鼠 (AI~temus agrarius)与臭附 (Suncus"murin~s)是浙 扛 萧山农田地区 

小兽的优势种。国内学者对鼠类巢 区研究较多， 如夏 平 (1 1)，夏武平等 (1978)、 

吴德林等 (1978，1987)、‘_中科院动物讲究所生态室一蛆 (19内)、孙懦泳等 <lg 82)、 

鲍毅新荨 (1986)，但多数局限手单种动物。作者长期应用标志重捕方法，获得丰富信 

息量，除了巢区和领域性等资料外，还对种间关系、空间分布原重捕期间的动物体重变 

化等问题作了探讨。 

臭鞠是我国南方常见的食虫类动物，关于臭鼢生态学研究，国内极少报道 。国外学 

者对其它食虫类动物的巢区等作了一些研究 (Ingles，1961}Hawes，1977)，但 对 臭鼢 

的巢区和领域性等内容尚无涉及。现将所得资料报道如下 。 

样地与工作方法 。 

调查点设在浙江萧山市瓜沥区。该市属北亚热带季风 气 侯区 南 缘，常年平均温度 

1 6．1~C， 7月平均气温28．6℃， 1月为3．7℃。年降雨量为1346．5毫米。瓜沥 区 在该市 

东北部，为冲积平原，土壤以微碱性的粉沙壤土为主，区内人工河渠网状分布，农作物 

种类繁多。 

标志重捕样地为瓜沥镇旁的一片农田，面积1．69公顷，西北面座落着几户农家，南 

面为一条水渠。农田实行轮种套种，各种作物片状镶嵌。u月至次年 5月 种 小 麦 釉蔬 

·由国家自拣科学基金与浙江省拜 委不同珥目的贷助．车文承黄文几教投和温业新副教授审囝，特此蕈 谢 

¨ 现在云南师藏大学生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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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5一l1月为双季水稻、甘蔗，络麻、蔬菜等。 

棋盘式布笼，笼距l3米，诱饵为花生米和小片香肠同时挂置。田中共放 i00笼，样 

地边 6户农家室内各放 a笼，分析巢区时每户农家只作一个捕点计。室 外 每 天 黄昏布 

笼，午夜12时检查一次，晨6时再查笼一次，后将笼收回，室内每天清晨检查一次。 

从1986年n月至翌年l0月于每月中下旬调查1O矢 1987年 6月以后，由于部分田块 

种水稻而将笼位作了调整，l6只笼被移到最靠近原位的田埂上。 

全年标志小兽207只，其中黑线姬鼠86只，臭晌82只 ，大麝聃( 0c d o ataeula) 

21只，褐家 鼠 (Rattus norvegieus)15只 ，小家鼠 (Mus mZ~SCUl“ ) 3只。 

黑线姬鼠的巢区 

用 Hayne(1949)法计算种群密度，同时计算存留率与暂君鼠的比例，定屠鼠以在 

样地内停留 7天以上为标准。结果是，黑线姬鼠在样地内的平均密度为 10．1只／公顷， 

平均月存留率为0．43，暂居鼠的总比倒为30．9 。 

巢区面积的测算采用国内常用的不包括局边地带法，巢区内最大 距 离为 活动距离 

(吴德林等，1987)。 

确定巢区的范围，以捕获 6次以上者计算，因幼体很少，只统计成年个体。由于捕 

次与巢区面积关系很大，因而亦列于表1中。结果表明两性的巢区与活动距离均无显著 

差异。 

在领域 的探讨中，为了避免巢区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利用短期的资料。将每个 

月内进笼 3～ 4次以上的个体绘出巢区，统计其重叠数。这样绘出的巢区可能小于实际 

面积，然而在确定是否具有领域性对却更可信。由于1987年 7月以后捕获数较少，只统 

寰 1 曩最螺■●置■飘 (平方泰)和看i由臣■ (米 ) 

TahIe 1 Afe8(m0)of home 眦 ge =zd movement：幽 t̂nce (m)ofA ．吣 ar 郴  

样 车 音 量 l 

SImp~Size l 

平 均 捕 敬 { 
Metz of trappin$time~ 

， l ’ 。‘l? 1 。。-5~2．一2‘ 
E面 爱-+SE 

Am= of home m 鹞  f z。 。 ． l e·， 183, 『 t ．· 。 t。．。s 
活莉 臣 离x±SE l { } 
Movement d~tamee l 0 ·‘±‘·9‘ B2· ±5,40 f t 。·0 <t o-D 

计到 6月止。雄性黑线姬鼠巢区有76．9％相互重叠 ，重叠程度较重，巢区数 嗣多的1月 

和4月重叠数更高，这表明雄性无领域性。雌性个体只有l1．8 的巢区相互重叠。各巢 

区一般较分散，相互间有较大间隔，只有3月和6月各巢区位置接近简显现镶嵌现象。 

因而雌性可能存在领域性，这与夏武平等 <1978)的报道相似 

臭的的巢区 ． 

臭晌在样地内的各月密度列于表 2， 其捕获数与密度自5月以后存婀显上升 在 秋 

一 僻 7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季保持较高水平。 

毫 2 鼻■鞠膏矗 (19BG--19B7) 

Table 2 h IpIl】如 density of S．mur~ us． 

合计 、 、 

＼ 月口Monfh ● r ● - 薹 
卜  耋 囊 匿苫

I Toral 
目 、 、  詈点 詈 星 盔 

】 

《 

捕 获 教 
，。』 B l B Number of tI‘pp g 

平 均 捕 戎 

Mca,of tr~ppi=g times 1．7 I．BIi．6 1．O 2．1 1．3 i．i l．49 

密度 (其／公 匿) 

Density (ind．／ha．) 2．0 I 3．7 l 8．2 6．6 7．7 B．0 I3．B 2‘．‘ 23．B 1B．0 12．6 

臭韵在重捕期中多次捕获的个体较多，现以捕获 3次以上者计算出巢区面积和话动 

距离 (表 3)，可以看出两性间的差异极显著。 

将同一个月内捕到 2次以上的个体勾划出巢辱以观察重叠数 果见表4，其中l1 

月和l一4月资料缺。各月得到的巢区数不多，面积也较小，然而幕论同畦或异性间都 
有相当比例的巢区重叠，因而其领域性似不明显 

毫 5 JtM~JIEIlIA(平方来)和活神置■ (米) 

T~ble 3 Afê ‘m )of home fln嚣 姐 d movement diSh e (m)of S
．m r机 “l 

竺： 雄 性 一 性 t检羞 S
Kle Fem-le T

-~est 

样 率 音 量 

Sm~Ple size “ 7 

平 均 捕 戎 

Me“ 0ftrsppi=gtime ' ‘．8d±0 ‘．71±1．13 

暴 珏 面 积 ±sE 

Ares 0f home rs,g~ l227±263．o 241．4±5O．3 t=3．68 >t．．·I 

插 曲 距 青 ±sE 
M ovement dLsr,~mcc 6B．7±2．B 21．B±B．1 t；6．36 >ta．al 

毫 4 鼻■簟窿t■t (1986—19盯) 

： I2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q 音计 t●摹巨的托倒 ’ Dec． May． J岫． hlI An暑． Sep． Oct． Tot．1 l ∞ ·辞of 
e出 印 -山g 

总 数 
雄 性 T0ta1 4nmber 7 

t 叠 教 刊 8 
m●le nmnb~ of ove— 0 

d· 血 g 
总 教 

簟性 T numb~ 2 0 

t 叠 藏 23．5 
fem-le N~mber of 0 0 0 

dve p g 

两性 盛 数 
Tot~1Ⅱnmber 6 1I 

both t 叠 数 52．3 

Number of 
ov~rla9口iⅡ 

一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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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区分布以 5月为倒绘出示 意图 (图D 。 

r-3农器 
house 

图 1 5月臭曲 集区曲骨布 

Fig．1 The d础  b i叫 衄 of the home ~nges 

of S．仉“一 "̂ inMay 

d一 ．Q⋯ 一 

图 2 臭itl室一，卜迁移 (·) l8 l2o的接房理 

基， ( ) lo4交苷在塞内，卜出现 

Fig．2 The movement of S-m ur~n“s between 

the h ̈ e ” d the field(a) the mote— 

meat of two shrews( l8· l2O)from 

0∞ h呲 犍 to●n 抽 ，(b)the alte~ te 

1~emmce of· 吐 fe ( 104) the 

ho~se Bnd field 

在研究期间观察到1O只臭的 (8 、 

2 )计有 l9次室内外迁移活动。最远的 
一 次达 130米，平均迁移距离为 44．5± 

7 薯3米． 2只 雄体 ( 18、 120)有换 

房现象 (图2a)，另 1只个体 ( 104)多次交替在鸯内外捕到 (图2b)。 

种 间领域关系的探讨 

采用分析种内领域性的方法绘出黑线姬鼠耜赢静舶巢区’ 观察种间重叠情况，两种 

同时出 并可作分柝的仅有12月、5月和6月的赘科 (毒5)6丧中巳除去只在室内捕 
到的臭的个体。因巢区种间重叠的比例偏高，．最 明种间领域无排斥现象。 

毫 5 ■麓曩一囊囊磨一耳尊井髓 叠● (1988—1907) 

1 

＼ 月 口 Mc~tb l2月 6月 8片 音计 种同t 叠 的托倒 ( ) 

。 s＼  Dec． №， Jen． T0“ Pe eⅢ|I鹋0f ome nmge＼、＼誊sPec i＼ i
Ⅱtefspe蕊  

^蠛，臣鼠 
巢区总数 ^．吨r盯i s over】‘ g 

曩 曲 6 lT T
ot~l number S

．m urih“s 

of home ra~ge 合 计 
1t 4 ToLal 

^蠛耀 置 7 64
．2 纂 区重叠 蕺 A

-agrm'~us 

mb钾 of 真 的 
S．m “rIntt$ 47．1 

interspecific 

音 计 o'~rls
ppiag Total 7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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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分布 

样地内环境条件不均一，存在着微生境的差异，因而动物对不同区域的利用也可能 

不同 (吴德林，1987)。现把样地划分为25个小区，各包含 4个捕点，然后统计各小区 

中动物的捕获次数以了解其空间分布。 

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全年分为ll一 5月和 6-- 10．~两个 时期，对不同的作物区，计 

算出各时期内两种动物在每小区的平均捕次，将捕次高于平均数的小 区 在 样地图上标 

出，以代表活动较频繁的区域 (图 3)。 

S S 

；； f S S 
l x t 

1 
-一  SA 

^ ^ 

S A S S ^ 
一 一  

l 
·y i 

x It． 

^ A 
l x ■ 

-k̂  _ l 1 ， 
A A 

(对I1—5月 I l J 

+ + 十 + 
S S 

+ + + + 

A {0 o$o 
10 0 

一  S s÷： ：s： 

S IT T 丁T 习： ：s： 
～  

t
^t 鞋 ●● + + 。 A 
十s十 辨 I J I (b)6—10月 I止I } 

口 麟 皿槭 器 暴 吕 vegetable 
~be．at ；i矗 veg—etable 一  ⋯  

A：蒜城蛭曩 n·叼 婶 s． _羹电l s
．  晰  

周 3 县拽姬鼠与臭曲的空间骨布 

标有字母的小E为话莉H er墉．粤小嚣古 4十 捕点。面羲为BTS平 素 ． 

F ．3 s dlstrilmtlon of A ．agTOT~ 8¨ d s．ttl埘啬‘ ．1 s啦 l̂es (af s i with。·l。土； er 

represent the I佗is which恤e captives·fe mofe tl n the tve~e0e．E池 squa re triP) 

contains four t伸pping points,coTer E 6T6 。 ． 

黑线姬鼠频繁活动的区域与粮食作物的分布有关9哭都位予小麦或水稻田中及其边 

缘。臭的则在菜地、麦地、甘蔗地、络麻地中有较多括动。值得注意酶是两种小兽频繁 

活动区基本上互不重叠，只在冬春季有一次倒外，说明这两种动物可共存而不排斥，但 

对不同作物地的喜好和利用程度上是有差异的。 -u 

黑线姬鼠对麦田和稻田的优先利用与其生活 习性及食物有关，粮食作物旺盛生长可 · 

提供良好的隐蔽条件，成熟和收割前后又有丰富的食物。但是粮食作物并不是臭盼的食 

物，而多种经济作物尤其是菜地常有丰富的昆虫和土壤蠕虫，这才是臭聃的食物源。 
‘ 。 

：‘ 

捕获次数对动物可捕性的影响 ， 

应用标志重捕法进行种群数量估算研究，常以假设全 阶 体的可捕性相等为基础。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造成动物可捕性不等的原因之一是因捕获次数增多而产生不同的效 

应，即动物在多次被捕和释放后变得更容易捕获或更难于捕获 (Caughley，1977)。 

对于捕获次数较多的个体，其进笼时间间隔的变化可以反映 出捕获次数对其行为的 

影响。现在总结每个月中进笼 3次以上的黑绒姬鼠，将其不同次萤捕的时间间隔割于表 

一 10O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 表中时间间隔以壹笼次数来表示，由于午疲翻早晨各查笼一次，白天不布笼，因此 
一 次间隔的时间为半个捕获夜晚。 一、 、 

寰 6 ■馕螺■鲁凌t■曲 阃问曩 ’ 

雄 体 

MaIe 

雌休 

Fem- 

_10 

Table 6 Tirae i erv_t bet咄  eIch，魄·p1nfe in A．egreriu$ 

雄体第一次重捕平均时间间隔为2．1l4次，第二 匿捕的平均时间间隔缩短为1．114 

次 以后大体呈逐渐缩短趋势。重捕过11次以后的个体每次检碴都进笼。说明进笼趋向 

因被捕次数增多而加 强，被捕12次后达到最高点 。雌体情 况亦相似，第一次重捕时间间 

隔为1．846次，第二次重捕缩短为1．077次，以后大体上也逐渐缩短 。 

第二次重捕时间间隔较前一次缩短的程度最大 说明捕获次数的效应最强，以后每 

次缩短的幅度减小，并有所波动。因为重捕间隔逐渐趋于极限 (0)时，随机因素的影 
一  ，  -  

、

一  ～ ， 一 ～  

响就突 出起来。 - 

臭莉的捕获次数较少，不能作类似分析。尽管臭聃全年总捕获数接近黑线短鼠，但 

平均每月每只个_体酌擒次仅}．40坎，。艏 著礴 跃吵睁多 结合卞一节中叙述的同一 

重捕期雨臭趵体萱下降的事实，可段说明真尉插获歌数增多可 使其可捕性降低。 

一 ． 重捕期间的体重变化 

在重捕期间对被捕个体每次都进行称重，从而可以了解其在自然状态下的体重变ft 

规律。 一 

】．体重月间增长 黑线姬鼠月体重增长较有规律，低体重组增长较多，高体重组 

则较少 (表 7)。初始体重3 一34克组的雌体月增长变异很大，有的减轻 8克，有的增 

重i5克，显然是由生殖活动引起的变他，然而对总体增长趋势授有多太影响。由此可见， 

黑线姬鼠用体重作为年龄鉴定的指标大体上是可行的 ． 

臭霸体r重月间增长 (表 8)．的波动明显大于黑线姬鼠。初始体重4O— 9克以下各组 

月增长基本上为正值，但有时变化很大 墙 体霍两组雄体的增长几乎都是 负值，罐体一 

不受生殖的影响，食物将起主要的作用，体重的负增长可能表明离体重的个l体不易得到 

充足的食物6 ． --- ， 

2．同一捕获期内的体重变化 。捕获期lO天内体重变化的范围很大 (表9)，说明 

动物体重即使在短时期内也远不是个常量。但是黑线姬鼠两性个体体重波动的平均值较 

小， t检验均不显著，而臭鼢平均体重则有明显下降 这可能意味茕捕获秘标志的过程 

一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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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7 一囊IllSt|It的一／slIt* (it位。竟) 

Table 7 Mont~)y increment of body weight of S．-，Ill，{帕¨ (Unit= 

初始体童 t 增 量 样车音量 平均体重增量 
fncr皿 8Ⅱt of body ’ ‘ht s-

mple X ±SE 

Initial body'wei吐t 雄体 Male t* Fem 1e Aver,~e 
inct'em~ent 

≤ l4 1 7- 12 9．5，9．8 

口．5± O．5 

6 l0．5¨  4
．8± 1．3 

l，9 -B ， 2 ， l 2’， 1 2¨  

1．5，5-8，O’， 4’l l1 一 8．一7
．

7．一 6，l 5．4’．1l ，8¨  

35-- 39 J 一2．8-0．5-S．5．2，7．7，i’，lO¨ 

40 l 一4．8·一0．8，0 ，8 。7．5 i
．
5± 2．0 

IIIiⅡg the me姐 ．++为 3十月后的增量，求平均值时乘以l／3。[ncreme~ in tltree months．to be dlvided 

by three for c=Icalating the me_Ⅱ． 

毫 8 囊鞠嶂t的月—I．* ‘●t·竞) 

T．bIe 8 № 雌 I，incremenl of bdd7帅 iE of s．m。rfn" (unitI ． 

韧蚰体重 tlt~ MUM 

I~tld body weight 黜 mo~妇body 
4 · 3O 

5O一 5口 

6O— 0 

++为 }十月后曲增量，求 平均值时秉 以l，j． 。 

I i4抽傍 m=ths,to be粤 vided by廿旧efof慵hI tD．megs 
，  

’  

毫9_囊曩一-̂ -— -謦-，■寰-孳一帕 覃蠢他 (I 
．

嘉'--．· 

Table 9-Body-e g蛐 ch‘ 霉e A·agror~gs sod -marie,g= 硼 4 two=patna0=l哪 t4 皤 

within the same retrapping~rlod(1o dIys)(Unit=譬1 。 

样 车 音 量 
mple size 

．  范 围 ：
一 !{一 5 0— 3 R-n 

平 均 增 量i±sE 
Average increment 一口．440±0．881 0．280±0．471 — 1．|7 0．632 

t 幢 整 t 0
． 曲e et,．n 2．口Bb》t甘．D1 t-teSt t=0．e48 <to． s 

对臭聃的活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种差别可能同行为和生理特点有关，进笼的黑线姬鼠一般都把笼内饵料吃光，而 

臭嗣取食饵科不多 胃解剖结果表明，臭聃有 17．8％ 的个 体 为空胃， 而 黑 线笼鼠仅 

6 。为了减少笼捕对动物的影响，午夜也进行查笼，尽管如此，还是很难避免臭嗣因 

笼捕而影响体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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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夏武平等 (1978)在湖北长阳农田区进行黑线姬鼠标志重捕研究，得到雄体和 

雌体巢区面积分别为1034．7±70．1平方米和769．1±56．9平方 米。作者采用的布 笼距离、 

巢区面积计算方法和进笼次数标准都与 夏文相同，然而所得的巢区面积相应要增大一倍 

以上。两地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种群密度不同，长阳祥 地 黑 线姬鼠 的 平 均密 度是 

28．93±2．6只／公顷，而瓜沥样地垒年平均密度为 10．1±1．2只，公顷，仅为前者的 1／s 

强。在较高的密度下环境资源紧张，可 能限制了鼠类的活动范围，因而长阳祥地黑线姬 

鼠巢区较小。Getz(1966)曾报道，草原田鼠 (M|crotus pensylvanicus)在 高 密 度下 

的巢区 比低密度下小。 

2．Justice(1961)指出，标志重捕法本身尚存在一些不足，如 (I)动物进笼阻 

碍了运动而引起参数估算上的误差， (2)可能因被捕获次数增多而 导 致 正或负的效 

应， (3)对连续多次捕获的动物产生活力损失。本工作中，黑线姬鼠因捕获次数增多 

而对其可 捕性产生影响与臭的在重捕期间体重明显下降 魄事例，分别证实了上述后两条 

意见。为了避免上述 的不足而取得更准确 的数据，今后在研究方法上尚须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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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摘要 (Abstract) 

HOME RANGE oF AP0D M 【，S AGRARjUS AND 

SUNCUS M URINUS AND THEIR INtTERSPECIFIC 

RELATIoNSHIP oN FARM LAND 

YANG shijian ZHUGE rang 

(Departmm t Bfolog ，R~mgzhOu UniverSe ) 

Som e ecological data (“ Apodemus agrarius and SUnetts murinus were obtained 

from a mark—recaVture m ethod carried oⅢ o 71 the faTmland between Nov．，1986 and Oct．， 

1987． The average hom e range izc of A agrarius was 2271士204．1 m 0 for m ales and 

Ig41± a_93．1m { fo!f~m ales． There Wss 13o tc竹itoriallty in m alcs． b试 females showed 

ome evidence of tetrltorla1ity． The home range size of males of SH^c j rn／~rinlts ave— 

raged 1227士 263．Om ’， and that of females 241．4士50．3m ．However、 EO territoriality 

was found in the shrews． 

The two species showed overlap in their home Tanges although the areas preferred 

by A ．agrarigs seldom ovetlap!~d those p 托m d by S．m idrib,us, 

A．agrarfUs was confirmed to be capture-prone．The I~eal"l b6dy weight of A ．agrar— 

tus did not change sign ificantly within one retrapping period (10 days)，but m “ 5 

showed a decrease of body weight due to m ark．血 g and eap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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