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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寒融岭地区森#生态粪型的划分 

粪 型 l I喇 ‘ J型 ～删 v型 

低IjI中舌然 陵攻生阙 丘陵凡 森林
生意类型 丘睦人工红松林 阶地凡工落I1r松林 

针阏谲吏l林 木林 樟 梧林 

植 破 { 阏混交林 捌叶亲本林 虹松林 藩叶橙# 樟于桧林 

植被高(【n) I 22 1 8 

培被垂直 层 次 J { 

怖闭堙 ! 。 5 o．85 
1嗣丧隧 内 舣 (ha) l 76 O 2蚺 266 

海拔 【m) RO 

地貌类 型 一 低 山 陵 丘陵 阶 地 丘陵 

^类影响粪型 ； 择代后敬生型 皆忾厨次生 凡 J1种植型 凡 C种植型 【1种植型 

衰 2 寒葱岭地医碡林鼠类曲种粪组或 

鼠 捕阻艘【贝) J 占％ 数增等级 

肺姬鼠 加 ／,eni~ula~ 327 1 63 99 4+ 

花 鼠 E*~tamias sibiri*us 8』 i I 5 88 

鞋 Ctethri*raom3,~．r Ⅱ ，IS 3‘ 6．88 

黑 线婶!鼠 Ap~Memu*agrarias 2§ l S．68 

褂 家 鼠 R~ttur w  28 l 8 48 

背髓 cf ⋯  f“ 7 j i 37 

《 t m  U ⋯  h ẗ lt 

台 汁 

丧 8 寒慧1．鲁地区不同蠢#生态粪型中鼠粪数量组醴 

森辑生 铁玎数 捕鼠数 捕薮章 母 捕 率 ( ) 

§类型 (十1 f {) ( 1 柠肯 r背戳l 花鼠 黑线扼鼠i大林姬鼠l褐家鼠 东靠山鼠 

【型 4045 】04 2．57 8(C 80 11I“ ： 。 ! ．-m 
I型 35：8 1】 3．1； 3 0．09) tu． 。 。． ； 3(q．09，； s 。 I。 。-。。 c。． 
J型 3146 104 3 3i 1(0．58) 1,i0 03) j 25㈣ BO)!d(0 t8、 j 88(2．19) 4(0 13， ： 

Ⅳ型 2％ 80 Z 4il 3(0 09， !。 。 ! 。 l j ．．． 『 ： I I 
V型 3390 112 0．触 2 (0．5g J 2 。．。6)I】5(0．44 J l ㈣ 48 c_ 1 9( 7)i 
台计 17368 S11-0 f~4 38(0 10) 7(o。4、i 8j(。47 I 89(0 1 7 38 7(1．88)『28(0．1 6)i 4<。r：2j 

天然次生林 (I、 I型J中、嗅型的森林鼠类 

数量较多 ，如大林姬鼠、花鼠、棕背疑 、红背 

艇等；而与人类活动联系较密切的鼠类、如褐 

家鼠、黑线姬鼠等敬壤较少 ．其中阔叶谤：术林 

( 型)中捕获鼠的砷类最多 与这里较低的海 

拔、多译的环境辆与非森林生境 f如农讯、草 

甸)的f一泛交接有很大关系 

在人_广社生态类型中 ，红蹬赫 rⅢ璎)千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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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林 ‘V型)的鼠类捕获率较高，种类组 

成亦基本一致 ，均以大林姬鼠、花鼠、黑线姬 

鼠和褐家鼠为代表．这同两个森林类型的生态 

条件基本一致有关 。落叶橙林 (Ⅳ型)的生态 

条件单一 ，鼠类的捕获率较低，种类也较少。 

从各鼠种分布的情况看．大林姬鼠和花鼠 

在各森林生态类型中分布的较均 ，表现 优 

势类群对环境的广泛适应性 ；而红背托 、黑线 

姬 鼠、褐家鼠有随海拔高度增加、环境变干、植 

被趋于大面积的单一森林类型数量呈下降的趋 

势；棕背髓对人工樟子松林有较明显的依附性 ； 

东方 田鼠只是偶然进入林 地的非典型森林 鼠 

类。 

四、森林鼠类的季节变化 

在 5～u 月的 7个月里，对五种森林生态 

类型 (r～ V型)中森林鼠类的数量变化进行 

了调查，各鼠种数量随森林类型和季节的变化 

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表 4)。 

衰 4 寒蔑畸地区纛林鼠粪数量的季节变化 

幕摊 月份 佳日数 捕 鼠数 捕获草 分 葫 率 ( ) 

类型 (个) (只) ( ) 梳肯髓 背鼹 花 鼠 黑线姬鼠 大林姬鼠 褐家鼠 东疗田鼠 

5 1t)95 9 O．82 2(()_18) 5(0．45】 2(o．18) 

6 450 6 1．33 2(0．44) 2(o．44) 1(0．22) 1(0 22) 

7 5oo 28 5．6C 2(0．4n 25(5．oo) 1【O 20) 

】型 8 5oo 3 C．60 3(c 50) 

9 5OO l9 3 8o 3(0 60) 15(3 O0) 1(0．±0) 

Io 50O Z4 4．80 2(G 40' 4(0 80) i 7(3 40) i(仉 20) 

l1 5oo 】5 3 Oo 15(3．oo) 

5 406 4 t 00 lf0 25 2(0 50) 1(O．25) 

6 628 l8 2 87 ● 2(0．32) 1(0．16) 9(1．43) 2(0．32) 4(0．64) 

7 500 0l 4．20 2(o．4G) 7(1．4o) 12(2．40) 
● 

I班 8 5oo 24 4．80 5(1．co) 】9(3．80) 

9 5oo 27 5．40 2(o．40) “ o．50) 3(0．60) 19(3．80) 

lO 5oo l 2．40 1j(0 20) I(0．00) 

ll 5oo 5 1．0O 1(o．2O) 4(o 80) 

5 300 4 1 33 1(O 33) 3(1．00) 

6 346 】l 3 l8 l(0 29) 5(1 45j 5(1．45) 

7 500 29 5 80 7【1．4O) 22(4．40) 

_型 8 50C 1 8 3 6o 8(1．GO'J 10【Z．0。] 

9 5OO 25 5．OO 1(0． ) d(0．80) 4(0．80) 1S(3．riO) 】<O }0) 

l0 5oo l3 2．6O 10(2．00 3(0．60) 
：J 

1l 5oo 4 0．80 4(O 80j 

5 301) 3 】．O0 1(0．33) 2托 66) 

6 456 8 1 75 l<0 22) 1(O 22) 6(1．32 

7 500 23 4．60 2(0 40) 3tO．60) 1 3(2 6O) 5(1．00) 

氆 8 500 6 1 20 5(1 00) 1(0 20) 

9 5O0 23 4．60 3(0．6O) 4(0．80 l6(3．2O) 
● 

lO 5O0 l4 2．SO 12(2 4O) 2<O {0) 

ll 5OO 3 O．60 3(0．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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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表 { 

森林 月份 铗口敦 捕 鼠敦 捕莸富 丹 捕 率 ( ) 

类型 (个) (只) ( ) 棕背醚 红背 花 鼠 黑线姬鼠 大林姬鼠 揭家 鼠 末方田鼠 

_ 5 1．61 2(0 66) 3(1 0o) 300 

7 1．19 3(o 51) 3(o．51) 1(O 1 7) 6 590 

7 500 43 S 60 5<1．oo) 5(】 oo) 9(1 80) 20(11．oo) “o 8o) 

型 8 ． boo ，、 6 3 2o 5(1．oo) (o 20) 2【o 40) 7(1 40) 1(O 20) 

9 50O 14 2 8o 1(0 2O) 2(o．40) 2(o．40) 8(】．60) l(o．20) 

1O 5oo 2t ‘ 2O 8(1 60) 4(0 so) 8(1 B0 J 1(o．2o) 

11 500 6 1 20 1(0 2o) 2(o-40) 2(o 4o) l(o．2C) 

。[： ： 
。

[： ：二：一 

圈 1 不同森林类型中大林姬鼠数量的季节变化 

从表 4可以看出．在各月各森林类型中均 

捕捉到了大林姬鼠，体现 r其分布广、数量大、 

活动时间较长的特点，数量波动与鼠类整体数 

量波动相似，可以认为该种群基本上控制着本 

区鼠类密度的季节变化 ，其变化规律如图 1。从 

寒葱岭地区森林环境的整体水平看，大林姬鼠 

密度形成了两个明显的高峰 ，7月一个．9月为 

另一个 ，7月鼠密度的加强更为显著。再从各森 

林类型看 ，杂术林 (Ⅱ型)大林姬鼠密度形成 

一

个高峰，出现在 8、9月 其他森林类型 ．其 

鼠密度均出现两峰，7月出现的前蜂在各森林 

类型中表现的既明显又一致 ，大体构成全年数 

量的极大值；后峰出现的时间稍有差异，红松 

林 (Ⅲ型)和落叶松林 (Ⅳ型)为 9月，峰型 

表 现 明显 ，混交林 (1型)和樟 于松林 (v 

型)为 9、10月，峰型不明显，种群数量变化 

较为缓和 

从表 4还可以看出，捕获花鼠的月份相对 

集中于 5—9月．除林下灌丛草被层发达的混交 

林和距农 田居民点较近的樟子松林外，其他林 

型中 10、】1月基本没有捕到花鼠，可能是由于 

这种半树栖 种类晚秋在树上觅食时间增 多所 

至。黑线姬鼠和红背艮在 9月出现的机率较高， 

这和它们的纂殖周期有关。除樟子松林外，在 

其他森林类型中，捕获棕背鼹的时间相对集中 

于 5—7月 ，7月数量达到高峰，这一结论与前 

人的研究成果相吻台0一。褐家鼠数量在各月的 

分配较均一，但捕获月份和捕获率在各森林类 

型中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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