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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围垦农区小型兽类种群动态的研究 

．鄂7 丽鬲j l牛 写； l州，3l00l2) 丫’ ，f 

摘 要 

1 
1 985年 4月至 1 992年 12月，作者采用夹瘦法对萧山围垦农区小型兽类的种群动态进 

行了连续逐月定点定时的研究。种群的季节消长规律呈前峰型曲线的种群有黑线蛭鼠、小家 

鼠和褐家鼠 (室内)，呈后峰型曲线的种群有臭鼬和韬家鼠 (室外)。黑线姬 鼠季节消长规律 

与农区作物类型、小兽群落组成、冬季死亡率和怀孕率等因素有关，并受环境因子的影响 。 

关键词 围垦农区；小鲥兽类；种群动态 

种群数量动态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5O年代我国开始对小型兽类种群数 

量动态进行研究(夏武平．1958)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展了该领域的工作 (夏武平 ，1961； 

夏武平等，1982；诸葛阳．1962，1 986；严志堂等 ，1984a；卢浩泉等，1987；詹绍琛，1988, 

郑智民等，1 988；洪朝长等，1989；蒋光藻等，1990等)。但以往的工作多数研究时间较 

短，较长时间的定点 、定时研究较少 (严志堂等．1984b；朱盛侃等 ，1991a，1991b)，而 

对其进行长期逐 月定点定时的研究未见报道 。作者于 1985年 4月至 1992年 12月在浙江 

省萧山围垦农区对小兽种群数量动态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工作样区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浙江萧山瓜沥围垦农区为调查点．该地位于钱塘江 口之南缘．为冲积平原， 

属微碱性沙壤土，区内种植水稻、小麦为主．尚有络麻、棉花和蔬菜等多种经济作物。详 

情 见杨士剑等 (1989)和丁平等 (1991)文 

1985年 4月至 1992年 12月．每月中旬在永福村室内外以花生米为诱饵 ．采用夹夜 

法对小型兽类进行调查．每月室内外各放置 300夹夜 记录捕获的小兽种类和密度，并 

进行常规测量和解剖 同时测定月最低气温、月平均气温、月最高气温、月降水量和相 

对湿度等环境因子 ，用以分析各环境因子对种群数量动态的作用。 

结果与分析 

全部调查共置 55 800夹夜．捕获小型兽类 2 665只．其主要种类的逐月数量密度详 

见图 1。 

*浙江 省自然科学基盘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生物系 

车文于 i993年 5月 17日收到．i993年 9月 i7日收蓟修改秸 

一L d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时 嗍 T1m● 

图 1 萧山农区小型兽类种群密度变动 

Fig i The popuLation densily fluctuation 0h he sn~ll ma~ als in the reclaimed⋯ I一 ＆。f Xiaoshan 

A：小隶鼠 』lf muscutus，室内种群 Domestic population； 

B；臭 融 ㈣  ，室 内种群 Domestic population； 

c：得家鼠Rattus no~,egicus，室内种群 Domestic population~ 

D；偈亲鼠尼 时 ～  r蚶，室外种群 Field population； 

E：臭融Sum'us rnurinus，室外种群 Field popu[ation； 

F：黑线c旺鼠Al~demus目g⋯ 时．室外种群Field populatiort F 

1，种群数量的季节消长 

根据图 1分析．该地小型兽类种群数量季节消长规律存在室 内外和种类差异 (图 2)。 

室外种群中，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s)的数量前峰出现在 4月，后峰出现在 

9 11月之 间，并 由 9月和 l1月两 个小 高峰组成．为前峰 型曲线。臭融 (Suncus 

murinus)的种群数量季节消长呈后峰型曲线．4月和 9 10月为高峰出现时间。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亦呈后峰型曲线 ．其高峰分别在 6月和 8月。 

室内种群中，小家鼠 (Mus musculus)呈前峰型曲线 ．两个数量高峰出现在 4月和 9 

月。臭魍为后峰型曲线 ．5月和 10月各有一个高峰。褐家鼠的种群数量季节消长曲线呈 

前峰型．其高峰分别在 4月和 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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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萧山农区小型兽类种群描量季节消{乇 

Fig．z The seasonal variation|n popu Lation density of the snail mammMs in the rec Laimed rural area ol Xiaeshan 

A：章 内种群 Domestic popuJatio~，一 f、家 鼠 M m~cutus 

一 ～ 臭 戢 S~Jtcus⋯ 时 ；一 ～爝家鼠 RaUus~lorvegicus 

B：室外种群 ¨ populatim r． 一 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ast 

一  臭融 Suncus murinus~—— 褐家鼠Rattus邶几 

臭融和褐家鼠为室内外共栖种类．但两者在室内外的季节消长规律各异。臭融在室 

内外的种群数量季节消长虽均呈后峰型。但室内种群的前峰不及室外种群明显．从后峰 

到次年 3月室内种群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室外种群 1月过后数量即开始上升 ，室 内 

种群的数量高峰 比室外种群滞后 1个月。褐家鼠的季节消长室内种群呈前峰型，室外种 

群却为后峰型，且前峰不明显 ，只在 6月出现一个弱高峰。 

比较 50 6o年代邻近地区黑线姬鼠数量季节消长规律 (诸葛阳等 ，1978)．可以看 

出，30多年来该种群的数量季节消长规律 已发生较大变化 。50—60年代．黑线姬鼠数量 

季节消长为后峰型 ．于 6月和 12月出现数量高峰。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下述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农田作物类 

型的变化。50～60年代农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由于大面积的种植水稻．使得农作物的 

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导致农田小兽的冬季食物与隐蔽所相对贫乏 80年代以来．农作 

物中的经济作物比例逐渐上升．种类亦更为丰富多样，即使是在冬季，扔有许多作物与 

蔬菜生长，由农作物季节性所 I起的食物丰盛度变化相对较小，农田小型兽类的冬季食 

物相对丰盛、隐蔽条件较好。 

农作物的变化，使得小兽的越冬条件得到了改善．进而增加了小兽的越冬能力。通 

过公式： 

冬季下降率( )=蜃堡堡 驽 =-宣訾毒 }晕奎 ×1O0 
可算出小型兽类种群冬季的数量下降率 ．并以此来表示小型兽类的越冬能力。根据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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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50—60年代的资料(诸葛阳等．1978)进行推算，黑线姬鼠的冬季数量下降率为73 

左右．而在本研究中其冬季的平均数量下降率共有 45 --50 左右．可见该鼠的越冬能 

力明显提高．而越冬能力的提高可能会引起黑线姬 鼠春季数量峰值的增加。 

其次是农田小兽群落和黑线姬鼠相对优势度的变化 。详细分析图 1中黑线姬鼠逐年 

的数量季节消长规律可以发现该鼠前峰型消长衄线主要出现在 80年代．1990年以后其 

后峰强度增大，1991和 1992年的后峰值 (3．25 和 5．50％ 已超过前峰值 (3．o0 和 

5．00 )。从农田小兽群落主要种类的组成变化 (表 1)可以看出．30多年来黑线姬鼠的 

组成 比例即相对优势度有较大的变化。50—60年代和 70年代黑线姬鼠的相对优势度较 

大．数量季节消长表现为后峰型 ；80年代该 鼠的相对优势度下降．季节消长表现为前峰 

型；90年代其相对优势度叉达较高水平，季节消长再度出现后峰型。与此同时．褐家鼠 

和臭弛等种群的相对优势度也发生相应变化。而褐家鼠和臭触的数量季节消长均属后峰 

型．又同属室内外共栖种类，在冬季以室内越冬为主 ．次年春季 ．部分个体迁至室外。因 

此 ，当黑线姬鼠的相对优势度下降．褐家鼠和臭融的相对优势度上升时．褐家鼠和臭弛 

的秋季数量增加可能会由于种间竞争而影响黑线姬鼠的数量增加过程，削弱其峰值。 

衰 t 三+采年农田小善群落组成的变化 

Table l The vat[at n of compos~[oa of the snail ttlal~lma[~onm~un[ty[rom 1958 l0 1992 

鼠 种 
1958．12 1960．1 1 078 1 1979 1 1985．4 1989 12 1 990．1 1992．1 2 

Spedes 

黑线姬 鼠 ( ) 80 20 64 20 44
． 38 74 74 ^

t ⋯ agruri~ 

臭融 ( ) 6 75‘ 26 l5‘ 40
． 1l 21 73 

褐家 鼠 ( ) 0 77 0 54 8
． S9 0．72 R

~ tus Jtorv~gicus 

包括蘑 including cn }d— dmr 口 

第三是黑线姬鼠怀孕率特征的改变 。对 50—60年代黑线姬鼠怀孕率资料(诸葛阳等 ． 

1978)进行分析，并与 80—90年代该鼠怀孕率资料进行比较 (图 3)，可以看出．黑线姬 

月份 M01tl · 

圉 3 黑线 姬鼠怀 孕率 ( ) 

F Eg．3 The pregnancy rate of Apodemu~agrariu~ ( ) 

— — 80 90年代 80 s一9O s； 50 6o年代 50 s一6 01 s 

鼠全年均可进行繁殖 ；50—60年代．黑线姬鼠的年平均怀孕率为 23．02 ．其高峰分别 

出现在 4月和 7月，秋季高峰明显大于春季高峰，达 64．65％；80一-90年代、该鼠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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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怀孕率达 32．58 ．亦呈现两个高峰，但其高峰却出现在 4月和 9月，且春季高峰 

(61．1】 )明显高于秋季高峰 。从图 3中还可看出，8O 9O年代黑线姬鼠的冬季 (12～ 

3月)怀孕率 (1 9．5 )明显高于 0—6O年代 (1．68 )．特别是 3月怀孕率高达 54．55 ， 

而 50—6O年代的 3月怀孕率 只有 4．88 。可见，怀孕率因素可能是造成目前黑线姬鼠数 

量季节消长前峰型形成和前峰前移的又一重要原因 

进一步比较怀孕率高峰和种群数量高峰之间的关系可知，5O 6O年代黑线姬 鼠春季 

怀孕率高峰 (4月)和数量高峰 (6月)的出现时间相差 2个月，秋季为 5个月；80--90 

年代两者的时间明显缩短 ，这可能是和黑线姬鼠的越冬能力、平均怀孕率 、冬季怀孕率 

的明显提高有关 。 

综上所述 ．由于农作物类型的改变与复杂多样，改善了黑线姬鼠的越冬条件 ．从而 

提高了该鼠的冬季存活率和怀孕率 ．同时农作物的变化又导致了小兽群落结构的改变，物 

种多样性上升．种间竞争增加 ，黑线姬 鼠相对优势度下降，最终导致黑线姬鼠数量季节 

消长规律呈显著差异。当然，引起这种差异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象冬季灭鼠、种群年 

龄结构的变化和气候因子等都有可能对其产生作用，这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2．种群数量的年变化 

根据图 1资料可进一步分析小兽种群数量的年变化 (图4)和群落组成比例的年变化 

(图 5)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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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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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萧山表 区小型兽类种群密度年变化 

Fig | The annual,'ariation in population density ol the small mantttlal~in the reclaimed rural area o r"Xiaoshan 

A：室内种群 Domestic population． 一 小家鼠 Mus m~-utus； 

— — 臭 融 S 删 ⋯  “ 褐隶 鼠 Ratt~ ．orvegicus 

Bl室外种群 Field populadon．一 黑线垣鼠 Apodem~ ograri~； 

一 一 臭融 s 眦Ⅳ ．mrinus；——褐家 鼠Ratt~帆 ·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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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5 萧 山农 区小型兽 粪群 藩组成 比年耍 化 

· Fig 5 TheⅢ  l Var[ation in thⅢ “1pasition 0[the sma【J r n1maJ 

~ommunk Ⅱthe r~|a[med rural a[eK of Xhoshaa 

A{室内种群 Domestic papulatioa．——小家鼠  ̂⋯ 时 H 时； 

⋯ 臭弛 s f“，murinus；一 一揭家鼠 Rattua m~ gfcus 

B}室外种群 Fidd popuIatian．一 一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 

— — 臭融Sanc~ murinu*}一 一褐家鼠Rattu~ P 

从图4中可知 ，该地小兽室内种群中，小家鼠的种群数量从 1985 1987年呈下降趋 

势 ，1987 l 992年数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臭融种群 1 985 l 989年数量呈上升趋势， 

1989年以后开始下降 ；而褐家鼠的种群数量 自 1 986年以来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室外 

种群中，黑线姬鼠的种群数量 1 985 1988年呈下降趋势 ，1 988 1992年数量上升；臭船 

种群 1 985—1989年其数量相当稳定，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褐家 鼠种群数量 8年间呈下 

降趋势 。 

从小型兽类组成 比例 (图 5)来看，室内种群组成比例变化规律和数量变化规律基本 
一

致，但臭融的组成比、即优势度从 1987年以来便开始下降，而此时的数量仍处于上升 

趋势。室外黑线姬鼠种群的组成 比变化规律和数量变化规律相差较大，l985 1989年其 

组成 比相对稳定 ，1989年以后才明显上升 ；臭甩种群组成比从 1 985 l 989年为上升阶 

段，1 989年以后开始下降；褐家鼠的组成比变化与数量变化基本一致。 

综合分析室内外褐家鼠、小家鼠和臭融的数量与组成比变化情况，褐家鼠和臭鼬的 

数量与比例的下降和小家鼠的数量与比例 的上升可能和该地 80年代以来房屋结构的逐 

步变化有关。再从该地室 内外小兽群落的关系 (丁平等，1 992)可知，室内臭融和褐家 

鼠种群数量和比倒的下降将导致室外臭融和褐家鼠种群数量和比倒的下降 、使得室~t-d, 

兽的种闻竞争压力降低，从而引起黑线姬鼠的种群数量与比例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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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因子对种群数量动态的影响 

分析黑线姬鼠的种群数量动态和环境因子 (包括月最低气温、月最高气温、月平均 

气温、降水量和相对湿度等)间的关系 (表 2)可知+不同的环境因子对黑线姬 鼠种群的 

作用不同，同一环境因子在不同的季节其作用亦存在差异。 

衰 2 环境园子与黑线妊鼠种群密度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2 The ana Lysis of cotL'eLation betw~ 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A． agrari~ and the c Limatic factors 

项 目 冬季(12 1、2、3月) 春独季(4、8、10、11月) 夏季(8、7、8、9月y 

Item Winter(Dec．Jan Fab Mar) Sp rig and Autumn(Apt May Oct Nov．) Summer(J~m．JuL．Aug Sept) 

月最低 气温 (C) 
Lowest air tealpera o．98l4 — 0 3880 

ture o r"the month 

月最高气温(c) 
Highest air tempera 0 9265 0．2083 — 0．5080 
~
．ut-p ofthe rtmn~h 

月平均 气温 (C) 
Average air tempcra 0．952l’ —0 069】 
tuFe 0fthemomh 

降水 量 (毫米 ) 
Precipiration(Ⅱ1n】) o．9025 0 7569 0 8708, 

相对 湿度 ( ) 
Average relatlve hu O．5235 0．8353 

m[dity( ) 

r．> iJ．Ub 

月最低气温和月平均气温在冬季与黑线姬鼠的种群密度存在显著性相关+而其他各 

种因子与该 鼠种群密度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从表 2中可以看出，月最低气温只是在冬季对黑线姬鼠的数量密度产生影响．在其 

他季节影响不大。月最高气温虽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该 因子在冬季对该鼠仍有较大 

程度的作用 (r一0．9265)，同时在夏季有-定程度的负作用 (r一一0．5080)．说明最高气 

温在夏季对黑线姬 鼠的数量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月平均气温的作用与月最高气温的作 

用相似 +只是在冬季．该因子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降水量全年均对黑线姬鼠的数量 

有一定影响 ，其中在冬季作用最大．其次是夏季和春秋季。相对湿度对夏季和冬季的黑 

线姬鼠数量有一定作用。 

总之 ，各环境因子与冬季的黑线姬鼠数量均存在正相关 ．作用最大的是月最低气温 

和月平均气温，其次是月最高气温和降水量 春秋季，存在负相关的因子有月最低气温、 

月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存在正相关的有月最高气温和降水量等因子 ，其中影响较大的 

是降水量。夏季．气温因子为负相关因子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为正相关因子 ，而影响较 

大的因子是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其次是月平均气温和月最高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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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DYNAM ICS 

oF THE SM ALL M AM M ALS IN THE RECLAIM ED 

RURAL AREA oF XIAoSHAN，ZHEJIANG 

DING Ping BAO Yixin ZHUGE Yang 

(D 加 r f Biology— Hattgz~m UnA,e~iry，H a,tgzhou， 31001 2)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small mammals had been studied in the reclaimed rural area of Xi- 

aoshaa．Zh~iang from Apr． 1985 to Dec． 1992．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as the following． 

In the area，the seasonal patterns of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different species were differ- 

ent． The population fluctuation curves showed that Apod~'mu,~agraHt~s， M ta,m f“ and Rattles 

norvegicus wetq~the domestic population，of which the peak density of spring was higher tha n that of au— 

tumn．and the latter was higher than the former in the population of Su plcus murinus and Rattus~lO7-dlE#i— 

c (field population)． 

The seasona]pattern of variation in population density of A． agrarius was related to the type of 

crops，the composition of small mammal community—the winter mortality and the pregnancy rate．The 

quantitative fluctuation of A．agrarit~s was．influenced by the climatic factors，such as t temperature，rela— 

tire humidity and precipitation． 

Key words Reclaimed rural area； Small mammals 4 Population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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