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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姬鼠肥满度的研究 

STUDY ON THE RELA
、

TIVE FATNESS OF THE STRIPED 

FIELD MOUSE (APoDEMUS AGRARlU s、) 

黑线姬鼠(Al,odemusagrarius)是贵州省农田中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鼠类 (占总鼠数的67．0l )- 

是亲痰县农田害鼠优势种 (占总鼠数的94．71 )．本文应用数理统计对比方怯 ．将lg86—1991年贵．州省 

采庆县黑线姬鼠肥漪度的变化规律作一分析比较，试图探讨其肥满度与种群数量动态之间的关系，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I．自然概况 

杂庆县地处贵州省东部 ，海拔400--I 360m，属亚热带季风湿满气候 ．四季较分明，冬无严寒 -夏 

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投端最高气温38。1℃．敏端最低气温一9。6"C．年降水量1 100mm．主要集 

中在4一l0月，无霜期290--300夭．调查区设在采庆县白泥上里村 ．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甘蔗、 

蔬菜等．为一年两熟或三熟区． 

2．材辩和方法 

1986--I991年共采集黑线姬鼠标本745号，其中雌鼠388．雄鼠357．对其年特组、性别、体重、体长、 

怀孕率、眙仔投和l不同栖息环境状况等进行了观察井记录。 

肥漪度的计算采用 K=IOOW／L 公式 K 为肥满度 ．w 为体重 (g)，L为体长 (cm)。年特组划分为 

未成年 鼠 (包括幼鼠、亚成体鼠)和成年 鼠 (包括成年 I组、成年 I组 、老年组)两大类 ，即lSg以上 

为成年 鼠，18g以下为来成年鼠 (王岐山锌 ，1984．兽类学报4 (2)t ll7一l26)。 

3．结果与分析 

e1)希同生境匏满度的变化 据对t987--l勺88年两年414只黑线姬鼠肥{薷度境计．其肥{薷度变动幅 

度较大 艘在2．吼一4 o0之阿。其中稻田黑境姬鼠平均肥满度为3．33士0．61，旱地为3．23~0．51．两 

者差异不显著’(t 1．78<~t ；)．上述两种生境中雌雄鼠肥满度差异亦不显著(表1)． 

寰1黑鲢蝴_毫蔫毫在不一生境申的生他 
Table 1 Changes of the relative fatness of A． agrarius in dlfferen!habitat 

(2)不同年特雌雄鼠肥满度的变化 将1 987--1988年不同年由拿黑线姬鼠雌雄鼠肥满度进行比较，其 

韦成年雌氟肥满虔为3．42士0．6 成年雌鼠为3．皇I士0．67 成年雄鼠肥满度为3．15士0．51-成年雄鼠 

为3．07士o．86 瓤是未成年鼠略高．说明当年出生的未成年鼠生长发育旺盛，性成熟速度快，身体状况 

略优于戚年鼠， 

圜成年鼠肥{莆度与来或卑鼠肥浅度之徊尚无显著性差异．因此 ．雌雄鼠肥{莆度计算时把成铀鼠舍在 
一

起_硅行统计 两年雌雄鼠肥满度平均值雎鼠为3．Ss~0．86，雄鼠为3．15士0．54．差异达般显著水平 

· 车立于1993年11月30日收到．1994年12月7日收到售改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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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8>ẗ  ．p<O．01)。从变异系数来看，雌鼠为l9．53 大于雄鼠l7．14 ．这可脆是雌鼠困妊撮髟 

响有一定关系。说明黑线姬鼠肥满度具有两性差异。 

(3)肥满度的季节变化 1987--1988年两年1一l2月黑线姬 鼠平均肥满度以8月最高，为3．55士 

0．60,6月最低，为3．03士0．74，差异撅显著 (t=2．57>ẗ  )}雌 鼠肥满度以4月最高 (3．q6士0．59)． 

6月最低 (3．03土o．85)，差异撅显著 (t=5．38>t )。雄 鼠肥满度 以g月最高 (3．3O~O．75)．3月最低 ’ 

(&86士o．40)·但差异不显著 (t=1．go<ẗ 。)．在不同月份中雌雄鼠肥满度又有变化 (表2)，平均肥满 

度以春季 (8--5月)和秋季 (9--n月)较高，分别为3-81士o．6A和3．27士o．63．夏季 (6—8月)和冬 ： 

季 (12—2月)较低，分别为3．1l士o．66和3．19~0+5g。即春秋两季黑线姬鼠身体状况明显优于夏冬两季 ， 

雌雄鼠肥满度的季节变化也有这一趋势。 

寰 2 黑线姬■肥 重的季节壹化 

Ta ble 2 The seasonal clumgee of the relative fatne~l of A． agrariuJ 

(4)肥满度的年度变化 对L986一tgsgl~年中不同种群数量的平均肥满度作年度问变化F值测验， 

年度问肥满度差异撅显著。这种显著性差异是否与诫种群年均捕获率有关?我们将l986—1989年平均肥 

满度 (x)与年均捕获率 (Y)作了相关性测定 Y葛13．657 1X--38．01，r o．879 8>r̈ l，正相关显 

著．说明黑线姬鼠肥满度的年度问的变化与种群数量密切相黄，即种群数量上升年俯肥满度值大 ．种群 

数量下降年份肥满度值小(表3)． 

寰 3 幕缝麓且肥誊重与平 均捕获事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relative[atness and ca?ture rate of A asrarius 

作者曾提出春季3月鼠密度基数可以作为数量峰6月种群数量趋势预报的一十指标 (橱再学等． 

1 gg3．植物保护19(1)；42)。现在我们通对分析1987一l991年五年黑线蛭鼠春李肥满度与数量峰6月种 

群数量的关系发现 ，春季4月的肥满度 (x)与数量峰6月种群数量 (Y)之间正相关极显著 ．其回归方 

程为：Y=46．490 9X一140．83．r=0．961 8>hn。即4月肥请度值大，6月种群数量高．4月肥满度小，6 

月种群数量贝!f低 (表4)。说明黑线垣鼠4月傍的肥满度可以作为种群数量峰6月数量趋势碗擐的一十指 

标，但鉴于资料年限较短．这种相关的内外国索还有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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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in control stags did riOt Occur in THX stags and these animals had lower(p< 

0．05)live weight than controls from February 1989．Experiment 2 observed the effects 

of supplementing T‘to 4 THX stags from September 1990 on changes in live weight and 

tea ticular activities， with another 4 THX stags as controls． T‘treated THX stags 

initially lost weight，but gained more weight during the growing period of spring and 

summer than control THX stags(p< O．05)．T‘treated stags reduced testieular diameter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1990 (spring and summer) with plasma testosterone ’ 

concentrations undetectable，but increased thereafter and reached the peak in February 

1991 accompanied by a sharp rise of plasma testosterone concentrations． Testicular 

diameter of control THX stags had little change in the course of experiment，and these 

animals m aintained high levels of plasma testosterone in spring and summer．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南te that THX prevented the seasonal changes in live weight and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which Occur in spring and early summer，and these effects are 

overcome by treatment with T．． This indicates that thyroid function iS involved in 

regulation of seasonal changes of live weight and repmdu．ction in red deer stags． 

Key words Red deer stags；Thyroid function；Live weight；l~eproduetive activity； 

SeasonaI change 

(上接第74页) 

衰 4 黑线虹置4月份肥 赓与6月份种群矬■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lative fⅡ1 in April and capture Tmt in Ju．e[or A．agrarlus 

关键调 黑线姬鼠{肥满度，季节变化 

Key words StHped field mouse (Apodemus agraHua)I Relative[atness l Season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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