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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革蟹蛛雌蛛图 

50分钟左右。雌蛛交尾后即行产卵 ，产卵多在 

夜间。雌蛛在产卵前先由腹部上下活动，用蛛 

丝做成一个松软的卵囊垫，然后产卵于其上。踌 

蛛产卵后又重复上述动作 ，用松软的蛛丝覆盖 

卵块。 雌蛛一生产卵 2—3块， 每卵 块平 均 

23．5—24．1粒。卵期日数最长25天，平均l2．9— 

22．5天。孵化时由触胺基部外侧产生的一对齿 

撞破卵壳，使螯肢及两铡从破孔中伸出，随幼蛛 

脱壳而出。幼蛛孵化后群巢于卵囊中，在第一 

次脱皮后方才离开卵襄。离开卵囊的幼蛛多聚 

集在雌蛛处，以体内所贮存的卵黄营养自身，几 

天以后即开始分散营独立生活。 

据观察，一头成蛛每天最多能捕食松蚜 3 

头，平均I．6头；一头幼蛛最多能捕食松蚜 2头， 

平均 I．3头。 一头成蛛每天能捕食日本松干蚧 

寄生若虫2—4头；卵囊 O．5— 1个；雄成虫 l一2 

个。黑革蟹蛛在松树上的分布数量与 日本松：卜 

蚧虫口密度和蚜虫的多少直接相关。 

达乌尔黄鼠种群生态的一些资料 

罗 明 潞 
(四 川 丈 学 生 物 系) 

钟 文 勤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擒要 本文深^地研究了迭鸟尔黄鼠性别 年龄 、繁殖、存活 死亡及数量种群动态。特刚是 采用了 

标志流 牧法结合洞 口系数法科学的研究了达乌尔黄鼠种群的死亡率 、存活率以及数量变化 。同时分析 

了种群变动的原因，比较了该地区达乌尔黄鼠两个主要分布生境，得出缓坡丘睦秒质睹棕钙土小叶锦鸡 

儿十丛生小禾草十冷蒿群丛是最适生境。文章为防治读害鼠提供了科学依据。 

达乌尔黄鼠是我国北方内蒙古草原重要的 

害鼠，对畜牧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危害。深入研 

究其种群生态规律，对有效的防治鼠害有一定 

意 义。达乌尔黄鼠种群生态研究，我国科学工 

作者曾作过一些工作，其中有对达乌尔黄鼠食 

性 研究(罗明澍 1975)taJ、巢区的研究(吴德林等 

1978) 、生态研究 (费荣中等 1 975) 等。 在 

国外也曾对达乌尔黄鼠生 态、食 性 作 过 报 道 

(B KoB且．H． I 949； MOCKOBCK~ A A． 

1 957：[Iea3'xoB M．IF"．1958．等)o 我 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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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尔黄鼠种群生态，主要是采用标志流放方 

法，研究黄鼠数量变动、繁殖、存活与死亡，获得 

了科学数据。调查时间是 1964年 3一l0月，调 

查地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朱日和查干敖包。 

一

、 生 态 环 境 

查干敖包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中部，地势较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室鼠类组工作， 在 

夏武平先生领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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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 1200米 ，地形以准平原和起伏不大的 

丘陵为主。气候属典型的犬陆性气候，其特点是 

干旱寒冷风沙太。在植被区划上，该地区处于 

内蒙古荒漠草原带的东缘，植被稀疏低矮，土壤 

为棕钙土。该区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准 

平原类型，地势平坦，暗棕钙土，分布着针茅+ 

隐子草+葱属群丛。植被主要有隐子草 (Ctei一 

~ogenes quarrosa)、针茅 (Stipa sp．)，其次 

是多 根葱 (Allium polyrrhiz~*m)、 细 叶葱 

fAIli m tenuisslmum) 等， 二是丘陵缓坡类 

型。土壤为风积砂土所形成，为砂质暗棕钙土， 

土质较松，水份条件较好 ，分布着小叶锦鸡JL+ 

丛生小禾草+冷蒿群丛，植被主要由小叶锦鸡 

)L(Caragana microphyl1)、针茅、溶草 (Agro— 

pyrura cristatum)、隐子草和冷蒿 (／Irtemisia 

lrigida)组成。 

二、调 查 方 法 

在准平原睹棕钙土针茅+隐子草+葱属群 

丛地段(下简称准平原类型)和丘陵缓坡砂质暗 

棕钙土小叶锦鸡儿十丛生小禾草+冷蒿群丛地 

段(下简称为丘陵缓坡类型)，分剐选样 2公顷。 

调 奁方法是采用鼠笼堵洞捕捉标志流放法a标 

忘期每月连续 5天 ，在标志期内若发现有新盗 

开洞 ，刚增放鼠笼捕捉。然而 5日内所捕获的 

标志鼠，可能受天气、人为因素等影响，故结台 

嗣 口系数法进行校正，计算数量 ，方法是 5日内 

盗开洞数除 5曰内标志鼠数得瀹口系数，再以 

l嗣口系数乘24小时内盗开洞数，即得该样地鼠 

类数量。另外，还散放鼠铗捕鼠，进行解剖，研 

究性 比、繁殖、年龄等。 

三、调 查 结 果 

达乌尔黄鼠具冬眠 习性 ，种群越冬个体从 

9月开始 ，陆续冬眠，次年 3月下旬至 5月上旬 

相继出蛰，所以在讨论种群动态时，春季种群组 

成(3—4月)实际上是指出蛰时期的种群 ，同样 ， 

秋季 (9— 10月)是指黄鼠陆续进入冬眠期的种 

辞。 因此 5—8月反映黄鼠整个种群的时期o 

(一)性别组成 

从表 I、2看出，5—8月黄鼠性比均趋于 l： 

i，根据捕获鼠看春季雄鼠占绝对优势；秋季雌 

鼠占优势，主要是受雌雄黄鼠出蛰或人蛰次序 

不同的影响。 3月下旬和 4月上旬仅有雄鼠，{ 

月中旬才出现雌鼠性比为 3．6：i，说明雄鼠比雌 

鼠出蛰早，{月下旬雄雌性达到2：1，5月上匐由 

于捕获数少，可能影 响结果。 5月下旬性比为 

i：1，此时黄鼠出蛰活动巳基本结束。在 9月雄 

鼠多于雌鼠，但至 10月，雌鼠多于雄鼠 ，性比为 

O．67，说明大部分雄鼠比雌鼠人蛰要早，可能是 

雌鼠经过怀孕哺乳所消耗能量较大，体质差，需 

要较长时期觅食 ，积累体内营养，故人蛰较晚。 

(二)年龄组成 

达乌尔黄鼠的年龄鉴定，主要是根据臼齿 

面的磨损程度及生长脱换情况来赳分年龄组。 

从图 1可以看出，3—4月亚成体在出蛰鼠各年 

龄组中占优势 ，分别为 75．0徭和 38．0％，老体 

组所 占比例最小。 5月时 ，亚成体比例大为下 

降，成体 I占绝对优势，老体的比例仍然很低o 

3一j月形成的年龄结构 ，是与出蛰次序等因素 

襄 l l96‘年内t古童干蕾包地区选乌尔冀一性比 

军凼睾组 4月 ( ，早) 5月 ( ，辛) 6月 ( ， ) 7月 ( ， ) 8月 ( ， ) 9月 ( ， ) lO月 ( 

幼 仕 0 0 1．46 D．84 2．0D O D 

亚成体 3．：2 D．57 4．0D 1．33 1．1； 1．72 0．78 

戚 维 I 6．67 2． 7 D．56 1．05 1．O0 4．00 1．0O 

成体 I【 ．O0 0．86 D．75 1．{4 2．40 0．2S 0 

老 体 0．50 D．76 0．38 D．4， 0．36 0 0 

总 计 3．76 1．15 0．B2 D．9O 1．09 1．37 0．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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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I$6t年●摹选乌尔黄l出莹期性比变他 

时 间 雄鼠 雌鼠 ( 坪 ： 

3月下 旬 4：0 

月上旬 0 l9：0 

中旬 t1 }．6：1 

下 旬 l 0 2：1 

5月上旬 9 ．5：l 

中旬 l} 1．1：l 

图 1 l964年达乌尔黄 鼠种群年龄季节变托 

— — 幼体组、⋯ 一亚成体组、 一 。一成体 I组、一 ●一成体 

II组、一×一老体组 

有关。 

在6月，种群年龄结构中，因出现幼鼠，而使 

成体 I降为次要地位o 7月补充到种群中的幼 

鼠数量剧增，另外有部分老年鼠在春 季 死 亡， 

因此幼鼠在种群年龄组成 中 占绝 对 优势 ，达 

48-7 。在 6、7月亚成体数量比例转低，是由 

于种群中有些个体已进入了成体 1年龄组。 

8月幼鼠近消失，亚成体占绝对优势，这是 

由于 5月出生的幼体 ，到 8月已进入亚成体组。 

8月以后由于当年亚成体数量较高，一直到 9、 

10月仍为优势年龄。 成体 II和老体组与其它 

年龄组相比，其数量较低，故在种辞年龄组成 

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 

(三)种群数量季节变动趋势 

如表 3和图 2、3所示，查干敖包地区黄鼠 

数量季节波动趋势明显，两个生境基本相近，呈 

典型单峰型。 6、7、8月的数量为全年最高峰。 

· 52 · 

这与该种群一年繁殖一次以及出蛰人蛰有密切 

关系。 

4月的数量高于 5月，这与 5月黄鼠的死亡 

率较高有关(表 3)，但从全年来看，5月的数量 

还是较低，亦处于数量的低峰。 

比较两个生境的数量变动，总的趋势丘陵 

缓坡生境(4— 1O月)黄鼠的总数为 106．1只／公 

顷，比准平原生境 36．1只／公顷高 2．9倍，5月和 

7月还高出 3倍多。研究证明这与生境适度有 

明显关系。 根据 1964年查干敖包草原站的观 

察，植物萌发返青，丘陵缓坡比准平原地段提前 
一 甸，草群枯黄亦晚，为黄鼠提供了有利的食物 

条件。 丘陵缓坡为风积砂土形成，故土层较厚 

而疏松，而且还丛生着较多的小叶锦鸡儿灌术， 

为黄鼠提供了有利的栖居和隐蔽条件。 另外， 

丘陵缓坡地形有利，栖居的黄鼠不易受暴雨的 

影响。综上所述，丘陵缓坡为黄 鼠最适生境，是 

黄鼠数量较多的原因。 

(四)繁殖存活与死亡 

达乌尔黄鼠种群繁殖强度主要决定于：雌 

体数量、雌雄个体参加繁殖百分率、雌体繁殖力 

等。 

根据调查数据 ， 月上旬黄鼠精子出现率 

为 10．j％，5月上甸达 100弼， 5月下旬绝大部分 

雄鼠睾丸萎缩。雌鼠在4月中旬始见孕鼠，4月 

下旬至 5月上旬种群中孕鼠达 100％，j月中旬 

发现当年子宫斑，雌鼠开始分娩， j月下旬已 

无孕鼠。以上说明雌雄鼠繁殖均于 5月下旬结 

束。 

根据调查数据，幼鼠及当年的亚成体组不 

参加当年繁殖。种群中，去年越冬雌鼠参予繁 

殖者达 95．9 ，其中成体 I、成体 n、老体均在 

94弼 以上，繁殖率是很高的。如果计算去年越 

冬的亚成体 ，5月前在 16只(孕鼠 7只 ，有子宫 

斑 6只)，参加繁殖共 13只，占81．3％，繁殖率 

也是较高的。从繁殖力看，黄鼠平均 胎数 5．6 

个。 亚成体较低平均为 4．3个，其余年龄组较 

高(成体 I ．5个、成体 IIj．8个，老体 5．9个)。 

迭乌尔黄 鼠繁殖、存活及死亡，与种群变动 

有密切关系，我们用下述方法，计算黄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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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3 lg64年选乌尔黄臣数量晕节奎他 

生 境 调查 堵捐数 次日盗开 j日盗开 5日标志 洞口系数 
类 型 月 面积 (个) 洞数 洞数 鼠数 5日标志鼠数 、 数量 

(公顷) (十) (十) (只) 、5日盗开洞总数， (其，叠顷) 

；3 29 3} i4 O．4I ；．9 

5 S8 0 61 1I o．1 8 4．5 

准平原 暗琼 6 95 35 5 8 2{ o
．}1 7．2 钙 土针 茅 + 

隐于草 +葱 7 I1o 3 64 17 o．27 7．1 
属群丛 8 10I 38 2 20 o

． 朝 7．2 

9 87 46 ，3 9 0．17 3
． 9 

0 79 ¨  z2 1 0
． O}5 O．5 

4 2 91 2 7o 42 0
．6o 15．6 

5 2 175 s2 89 3I o
． 3 14．4 

丘陵缓坡砂 6 2 I 7 7l 86 {9 o
． 7 20．2 质暗椋钙土 

小 叶锦鸡 儿 7 2 I 8 88 99 56 O． 7 2 5
． 1 

+ 丛生小 秉 
草+冷蒿群 8 2 171 l01 I os 44 0．}L 20．7 

丛 9 2 2l2 53 82 27 0
． 33 ．7 

10 2 158 24 4l 0
． 12 I．{ 

率，上月尚存标志鼠数减本月存活标志鼠数被 

上月尚存标志鼠数除，其商乘以 100。 另外以 

1减去死亡率得出存活率。9、10月因部分黄鼠 

已^蛰，不能计算其死亡率。 

从表4及图 2、 3可以看出， 两种生境类 

型黄鼠种群存活与死亡的季节变化趋势基本相 

似。4—5月间的死亡率均比 5—6月间高，原因 

是出蛰时，黄鼠体内储积的脂肪已近耗尽 ，体质 

弱抵抗力差，以及春季缺食所致。此时期又无 

p 

疃 

基 

审 

、 一 

鞋 
盥 

图 2 丘陵缓坡生境达乌尔黄鼠数量、存活、死亡季节变化 

密度(只／公顷)国存活鼠数口死亡鼠数 
I降水量圈气程⋯ 一． 

新个体补充种群，故显出全年数量低峰 ；5～6月 

间，种群大部分个体已渡过不良的春季，部分 

抵抗力弱的个体已被淘汰，随着气温上升 ，植物 

生长快，黄鼠易于觅食，因而存活率增加死亡率 

显著下降。6—7月间，虽然气候温暖，食物丰 

富 ，但因幼鼠易受敌害及其它不利条件的影响， 

又使种群死亡率增加。根据观察 7月上旬至中 

旬曾降暴雨，平坦地区出现积水，准平原样地内 

鼠洞被淤泥堵塞，看来是死亡率上升主要原因 

25 

20 

刊 15 

‘c 

^ 25 

嚣 
誊 

Ic 

靠 s 

图 3 

4． 5 e T’ 8 9 I口 J| 

准平原生境迭乌承黄鼠数量、存活、死亡季节变化 

密度(只／公顷)目存活鼠数口死亡鼠数 
_ 水t嗣气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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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丘睦缓坡与准平原粪堑进乌尔黄置存活与死亡犟节变化’ 

生境 调查 每月标 
类型 面积 志期 存话与死亡情况 4月 5月 6月 7月 8爿 

(公顷) (天) 

上月尚存标志鼠数 l6
．5 2 5 (只，公顷) 

丘 本月存活标志鼠敦 
陵 5 (只／公顷) 21．0 j 6．0 

缓 
坡 死亡 鼠数 9

．0 3．O 6．0 (只，盐顷) 

死亡率(％) 42．9 31．u 

上 月尚存标志鼠数 
(只，公顷) 5．0 

— —  

准 本月存话标志鼠数 4
． 5 7．0 5．j (只／公顷) 

噩  5 

原 死亡 鼠数 j
．0 0．5 ．0 (只，盐顷) 

死亡率(％) 42．9 lO．0 

‘上月尚存标志鼠计算，包括前 存括标志鼠加上在前月标志捌中未捕到的，而后车月卫捕到的存活标志鼠。 

之一 ，尽管如此，其种群的数量仍未下降 (表 及黄鼠陆续人蛰，其数量呈现大幅度下降。 

3)，主要原因是补充到种群的新个体数量大大 参 考 文 献 

地超过死亡鼠数。 7—8月间受暴雨影响较多 

(图2、3)，7月降水量为全年的40 5每，8月为 ’̈： 苎 究da 和 
39 4每，因而种群死亡率继而上升。 8月以后， 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 第三集 一l。3科学出版社n 
不再有新个体补充到种群 ，衰老个体的死亡 ，以 。 

2
__l 遗乌尔黄鼠食性研究动物学报玎 

(下转第 60页) 

新 疆 鸟 类 一 新 纪 录 

1 987年 5—6月，笔者等在天山北麓采到新 

疆鸟类新记录一种。现报道如下： 

褐柳莺 Phylloscopus，．~uscatus(Blyth)， 

新疆种的新记录。 

l，采自新疆天山北麓乌苏县，农田水库 

傍胡杨树上， 海 拔 360米 ，(VI 24，l~sT)。 

量衡度 体重 体长 嘴峰 翅长 尾长 跗踱 

1 6 120 9 62 50 2O 

本亚种上体褐色较淡，下体乳白沾棕 ，体型 

稍大，飞羽式：2一 s／9。 

分布 该种分布于东北、华北、华南、西南 

与西北部份省区。本亚种分布于东北、内蒙古、 

宁夏、青海、甘肃等省区，新疆记录于中天山托 

麓。 

(中目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昕 高行宜 

许可芬 阿不里米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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