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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丛鼠害密度(i)低于 2．3株z值小于 2，表 

明鼠害聚集分布系稻田及稻丛(株)生长状况等 

环境异质性所致。每丛鼠害密度超过 2 3株时 ， 

则 值大于 2，聚集分布除与环境因素有关外 ， 

亦与鼠类行为特性有关。即鼠类达到一定危害 

临界数量 — 2．5)时，便开始有选择地聚集取 

食。 

(五)简易取样 在明确稻 田鼠害 空 间分 

布型之后，可以根据危害密度不同灵活掌握取 

样数量。采用 Southwood(I976)理论取样数 

0)公式。以 l一 1．64为概率保证，D为允许误 

毫 4 韬田■睿调奎取样稽丛量 

0．1， O．20 O．2， 

O．5 282．25 l，B．76 l01．6O 

1．O l62．n 91．，2 58．，7 

1．5 t22．86 69．1t ¨ ．23 

2．O tI)2．9 57．90 37．O6 

2．， 9O．9B ，1．1B 32．75 

3．0 B3．02 46．69 29．B8 

差分别取 0．I s、0．20和 O 25，将本次 1 2块稻田 

的负二项 分布公共 K。 一 2．769 L代人下式： 

一 f 、f．f + 1一韭盟 -F 24 2．8 、D／ 、 K ／ 

则求得不同危害密度 )下的取样稻丛数 (表 

4)。 

由表 4可知，随稻田鼠害密度 (i)的直线 

下降，理论抽样数成指数剧增型。如果试验研 

究精度要求高，应取 D一 0．1 5一O．20；一般调 

查则可取 D— O．20—0．25。据此作者建议，稻 

田鼠害调查时，一般轻发田 一 1 0以下)查 

l00— 1 50丛；而中、重发田查 5O—lO0丛，即可 

表证鼠害调查田块的危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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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 、甘南地区啮齿类区系及分布 

李锡璋 王宗麟 彭昌嘉 周庆芬 崔贵庭 
(甘肃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兰州 730O3O) 

摘要 l 98 0一l982年对 甘肃省的陇南山地、甘南草原区东部的啮齿类进行 了请查。查明两地共有 

啮齿类 5科21属，3 9种；其中属东洋界的 l 3种；古北界的 9种；两区共有种为l7种；4种为本省新纪 

录。鼠类生境有 8种类型。数量最高的生境为弃耕地和采伐迹地。黑线姬鼠、中华林姬鼠、大林姬鼠、社 

鼠是该地区的主要鼠类 ，其中黑线 姬鼠为优势种。 

198O一 1982年夏秋，我们对甘肃省的陇南 

地区、甘南草原的眠迭高山峡谷区进行了三年 

的鼠类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

、 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陇南山地区，位于甘肃东南，东邻秦岭 ，北 

连黄土高原，西接青藏高原，区内山峦重叠 沟 

颦纵横，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切割尉烈。海 

拔 1000--35D0米，相对高度 s00— 1500米 ，属 

典型的高山峡谷区。年平均气温 L6℃ ，降水量 

5OO一800毫米，从南向北 ，气候由河谷亚热带 

湿润气候一暖温带湿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半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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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境内东南部海拔 I 200米以下的河谷地 

带，柑桔t油桐、茶等怍物均可生长，山坡以常 

绿阔叶，落叶阏叶组成的混交林为主。 l2OO一 

2000米间以松栎林为主． 北部地区的森林 主 

要为次生阔叶林，大部地区属森林草原，埴被较 

差。这次主要是在东南部的武都、康县调查，并 

涉及到文县及北部地区的天水。 

甘南草原区，位于甘肃的最南部，是青藏高 

原的东缴，东部和陇南山地区相连。本区可分 

为东部岷迭高山峡谷区和西部山原区．岷迭高 

山峡谷区 ，地形地貌基本同于院南山地区。但 

年平均气温较低 (舟曲 I3 3oc，迭 部 7oc)无 

霜期较短，年雨量 600毫米，降水量集中在夏 

季。植被为森林草原。森林分布的基带为夏绿 

阔叶林 ，可延至海拔 2600米 ， 2600米一36OO 

米为亚高山针叶林带。本区为甘赢省的林业基 

地。调查是在该区的舟曲、迭部的东部、岷县的 

南部进行 的。 

调查时，为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及代表性，采 

用点面结合、典型生境与特殊生境结台、密度调 

查和种类调查结合，重点与补充结合的方法。 

鼠类采集主要用线夹法(诱饵为油炸面块、花生 

米)，井结合使用鼠笼(诱饵为水果、胡桃、花生 、 

鲜肉等)、弓型夹、愎购等方法。 

调查区的生境可分为 8种 类型： 1，阔 叶 

林——陇南山地区东南部的河谷地带，由掉科 

及常绿栎类组成常绿阔叶、落叶掏叶混交林。 

北部天水及岷迭峡谷区由桦、椴、漆、畅组成。 

2，针叶林——海拔 25O0米以上由云 杉，冷 杉 

组成。 2500米以下为华山松、马尾松、井混有 

桦、杨等。3，灌林。4，草山。 5，农田。 6，弃耕 

地。7，{町提摊。8，采伐迹地。 

二、区 系 特 点 

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外学者对该区 

的哺乳类作过调查 ，O．Thomas(19l1)的 中 

国西部四川及甘肃省的哺乳动物”(未阅)，G． 

M．Allen(i94o)的 。中国及蒙古的哺乳动物” 

中都有本区啮齿类的记载。六十年 代前后，本 

省火专院校也在该区 ，莉用学生实习作过几次 

· l‘ 

动物调查，但他们各有侧重，所著有荧鼠娄的资 

料很不完整．通过三年的鼠类区系调查，我们 

获得了大量标本 ，经过鉴定及参考现有文献资 

料，确定该区的啮齿类有 5科 2l属 39种(见表 

1)。在文献中虽有记载 ，但作者认为还需进一 

步证实的大鼯鼠 Petaurista pvtaurissa、 沟齿 

鼯鼠 A$re~cs melanop~erus，阿拉善黄鼠 

rmo~hitus daurieus没有列人。 匾本省首次报 

道的有：巢鼠、苛岚绒鼠、黄胸 鼠、白腹鼠四 

种。 

陇南山地及甘南草原，在动物地理区划中， 

分属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和青藏区青海藏 

南亚区。两区相邻，鼠类种类有明显差别，陇南 

山地区 ，鼠类区系十分丰富，特别是树栖种类较 

多，鼠亚科的种类也很繁杂，在用线夹法捕获的 

452疑啮齿类中，黑线姬鼠占 4l 37％，为该区 

的优势种 ，其次为社鼠，占 lt 72％。 而在甘南 

草原区所捕获鼠类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种，社 

鼠、中华林姬鼠、灰盟缄鼠和黑线姬鼠在数量上 

没有多大差别。 

黑线姬鼠广泛地分布于多种生境，以弃耕 

地密度最高，捕获率达 22 50％ (见表 2)，但在 

采伐迹地 匣针叶林均未捕获。这可能是由于采 

伐迹地海拔较高(侮拔 3000米)，此地已接近地 

理分布的边缘。 

社鼠的生境相对较窄，弃耕地、针叶林、河 

漫滩均无踪迹，它的最适生境，是周围有灌林的 

农田，灌林和闻叶林。 

中华姬鼠主要分布在针叶柿，草山和阔叶 

林，大林姬鼠分布在农田、阔叶林、针叶林和采 

伐迹地。 

它们广布于多种生境，成为危害 当地 农 

林、牧、副业的主要鼠类．这一点应引起有关方 

面的充分重视。 

三、地 理 分 布 

黑线掘鼠在该区的分布西限为迭揶县的底 

牙、阿夏一线，即东经 103。37 ，这个界限在本 

省其它地区因地形气候的影响，沿河谷可延伸 

至 103。左右。 社鼠的分布范围和黑线姬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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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 毖 南山 地爰 甘 甯簟曩 束部螺 遗 高山蛱答 区峭 齿娄 名录 噩 分布 

陇 南 山地 甘南革原 

种 类 

天 水 康 县 文县 武都 舟 曲 迭部 氓县 

隐红 花松 鼠 Tamlops f nhoci { + + + 

花 鼠 Taraias(EutamiB$)Jibiri~ms + + 

长哟钕鼠 Drrmomys permTi + 

岩松 鼠 $~1wroza~ias daoidiamss + + + 十 + + ’ 

喜马拉稚早獭 MarmoJa îmatayaa~ · 十 + + 

小飞 鼠 Pj㈣0 yf ool + ’ ’ 十 + 

灰 鼯鼠’P~；auris~口 antl~osis + + 

红 白鼯鼠 P．alborKf~s + + 

复 Trogopz j xan；kip~$ + + + + + 

中华 蛆鼠 p0 t辨_，dmco + + + + + + + 

大林通百 ．，f i 五 df 4 + + + 十 十 + 

黑 线 婀鼠 ．日 ⋯ f『．』 + + + + + + 十 

巢 Microm，⋯ IⅢ  + 

小 家鼠 j j + + + + + + 十 

褐 冢鼠 RartKs noroeg~CJl$ + 十 十 十 + + + 

自 R． Ⅲ  ffo， + + 

十 白 腹巨 鼠 R． J 口r 十 

、 黄牺鼠 R．f ‘p f + 

黄毛鼠 R．1口 口 + + 十 

犬足鼠 品-nisld~s + 

+ 柱 鼠 置． o4， f妇 -， ’ + + + + + 

针 i R． ， f#j + + + 

中华甜 鼠 M ~ospata ，⋯ d ff ri + + 十 

氏鼢 鼠 ．，口 ̂ ff̂ itdl + 

甘肃鼢鼠‘ 啪 i_j + 

斯 鼢鼠 M．smi~kl + 

犬也鼠 C， ‘fl l ；ri r。 + + 

长尾 仓氟 c J口 Ⅲ  Ⅲ ， + + 

苛岚皱鼠 o Ⅲ 蝌yi t， + + + 

黑 嘘 缄鼠 五．m 日 ogas~tr + + 

灰愎蛀鼠 - p4 + + 

松 田鼠 Pi J ⋯  4f 

报 田鼠 ，f，口 ⋯ f 川  + 

淘牙田鼠‘ ．bedfordl + 

中华竹鼠 屁 i~ora y⋯  ， + + + + 

g Si~ista ㈣ eoto~ + 

林眺鼠 Eozapus s~tc／sua t + + 

五趾跳鼠 tafj a ibirif4 + 

豪 措 Hy~trix l~odgson I + + + 

‘ 仅见于 文 献。 

本相同。 

中华竹鼠在甘肃的分布，已往资料记载只 

限于文县、康县。现证实西至甘南草原的舟曲 

城，北至天水麦积山(北纬 34。23 ，采有标本) 

均有分布。此纬度可能是其分布北界。据说在 

陇东地区的关山(北纬 35。1 0 ，属黄土 高 原亚 

区)也有分布，但还未证实。 

针毛 鼠的分布仅限于文 县 ，以及武都 、康县 

^乙 一  ̈ 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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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 丰■ t麓内各种■的■获串 

生 地 夹 黑 出 牡 大 灰 长 徭 其 总 
日 线 兰芭 林 服 黄 林 白 大 小 捕 

境 区 数 妊 姬 鼠 妊 城 毛 髋 腹 皂 皂 家 家 它 
宅 鼠 鼠 获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富 馒 

_ _ _ — —  

在 田 0 3 2 n．06 0．12 0．06 2．3B 陇南山地 1 550 1．42 lO 2 6 

南 草原 35n 1．71 I1．14 I 2 0．57 O．̈  
— — —  

陇 南山地 700 D．29 O．56 4．D0 苗 山 

甘南草 原 350 0．29 I．42 
— —  

陇南山 地 9OD 1．56 0-1I 0．11 ．22 灌 林 

甘南草原 66 u 0 76 O．1 D．15 0．30 0． 5 1．B1 

幅叶 杯 3
．b0 

晚南山地 950 2．42 l0—4 2 D 2l 0．10 O．21 3．47 

南草 原 2DO 

陇 南山地 400 1．00 L．5O 针叶林 

甘南草原 5D ．D日 2．00 6．00 

弃耕地 陇南 山地 80 22．50 2．，0 Z5．O0 

河漫摊 陇南山地 ，5D O．86 0．29 2．58 

采伐述地 甘南草原 ，5D l1．L D．2 4 5 D．85 16-B5 

的最南部，即武都的麻柳滩、康县的阳坝一线 

(北纬 33。)以南地区。有些资料记载，在甘南草 

原区的玛曲、天水等地也有分布。但根据我们 

从天水起向南推进式的调查，捕获大量社鼠，在 

阳坝仅捕得 2只针毛鼠。所以认为北纬 33。以 

北地区有针毛鼠的说法，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 

调查。 

大仓鼠的分布，向南延伸到康县的王坝(北 

纬33。20 )，这也是仓鼠亚科在本省分布的南界。 

黄毛鼠虽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以南，但是陇 

南山地区数量也不少，仅生境窄狭 ，在草山、居 

民点可零星捕获 ，多见于河漫滩及常有浅薄积 

水的地方。 

苛岚绒鼠在天水麦积山的灌林较多，武都 

也可遇剜，由此向西仅在舟曲的铁坝捕到一只 ， 

再往西捕获的全 黾灰腹绒鼠，表明这一带(东经 

104。30 )是两种绒鼠的分布界限。 

白瞧鼠虽为本省新纪录 ，在迭部、舟曲、武 

都的多种生境：混交林 、农田、灌林等处均有 

捕获，两个区都有，但甘南草原区的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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