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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不同生境中鼠类群落结构初步研究

宋延龄! 李俊生! 曾治高! 张津生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 *###&#）

摘要：本文对河西走廊不同生境中鼠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在 ’ 种生境中进行了定量调查

和采集，共获 *% 种标本，隶于 ’（ 亚）科 ) 属，其中古北界种 类 占 优 势。多 样 性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种 生 境 的 物 种 丰 富

度指数 !+,-.,/01在 #2 ’*%) ( *2 )’&) 之间，34,5565789050- 指数（"#）为 *2 #’): ( *2 :’#;，<90/6= 指数（ $#）和 39>?@65 指

数（%）分别为 #2 ;"$" ( #2 );%: 和 #2 ";’& ( #2 $’&%，不同生境的丰富种数量（&* ）变化趋势与 "#相似，而非常丰富种

数量（&" ）的变化趋势为：半荒漠灌丛生境 A 山地草原生境 A 戈壁荒漠生境 A 农田生境 A 森林生境 A 山地半荒漠灌

丛生境。降水对不同生境类型中鼠类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起直接的限制作用，同时海拔和人类干扰也是影响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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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国西部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

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在不断加大，

由此引起的区域生态问题也在不断扩大和加剧（ 刘

国华等，&’’’；方创琳，张小雷，&’’(）。由 于 群 落 的

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的、生物地理的以及进化等诸要

素的相互作 用 有 关（ 刘 迺 发 等，())’），这 种 由 人 类

开发活动造成的生境破碎、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及

半荒漠化、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减少等生态环境退

化的现状，不但引发生态结构破坏和生态平衡失调，

同时也对群落动态、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产生巨大

的影 响（ 陈 钧，袁 国 映，())$；*+,-./ 0 12--.+3，

())!；4567.8.2- !" #$9 ，&’’(）。因此，物种多样性的

变化不仅可以反映群落物种的丰富度、变化程度或

均匀度，也可反映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与群落的相互

关系。

鼠类动物适应能力较强，分布的生态环境较广，

而且对环境条件变化敏感，是环境条件变化的主要

指示物种 之 一（:+32-58 0 ;<,22=，&’’(）。甘 肃 河

西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交错带，也是我

国生态脆弱带之一。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强和环

境的变迁，鼠类群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关我

国西部干旱荒漠地区啮齿动物分布和群落多样性曾

有报道（ 刘迺发等，())’；陈钧，袁国映，())$；张大铭

等，())#），但尚缺乏对该类地区不同生境类型条件

下鼠类群落多样性的研究。本项研究试图通过对甘

肃河西不同 生 境 类 型 中 鼠 类 群 落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研

究，探讨在不同生境条件下鼠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

变化趋势，了解生物多样性在维持退化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中的作用。

!"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 !" 实验地设置

本项研究共 设 置 样 地 &# 块，分 别 分 布 在 戈 壁

荒漠（> 块）、平原半荒漠灌丛（" 块）、山地半荒漠灌

丛（? 块）、农 田（> 块）、山 地 草 原（" 块 ）和 森 林（?
块）> 类生境的典型地段。在样地内布样线，放置鼠

夹捕获动物，记录调查样地地理位置、气候状况、植

被类型和土 壤 类 型，并 测 定 样 地 内 植 被 覆 盖 度（ 郁

闭度）。各调查生境采集样地的基本情况见表 (。

!# $"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在 &’’( 年 $ @ # 月 进 行，此 时 正 是 鼠

类最为 活 跃 的 季 节。 在 选 定 的 样 地 中，采 用 鼠 夹

（ 小号木板铗）捕获小型鼠类。以花生米作诱饵，每

天傍晚布设，第二天清晨收回。每个样地按样线法

置夹，夹距 ? 3，(’’ 夹直线排列，夹线距 (’’ 3，>’’
夹 次 为(个 调 查 单 元 ，每 种 生 境 类 型 不 少 于>’’夹

表 !" 采集样地基本情况
A+B72 (% C282-+7 <58D.=.58E 5F E+3G7.8/ G75=E

项目

H=23

荒漠灌丛

I2E2-=
E,-6B

半荒漠灌丛

;23.JD2E2-=
E,-6B

山地半荒漠灌丛

4-6E, 5F 3568=+.856E
E23.JD2E2-=

农田

*.27D

山地草地

1568=+.856E
/-+EE7+8D

森林

*5-2E=

行政区域

K5<+=.58

敦煌市

I628,6+8/
:.=L

嘉峪关市

M.+L6/6+8
:.=L

嘉峪关市

M.+L6/6+8
:.=L

张掖市

N,+8/L2
:.=L

武威市

O6P2.
:.=L

天祝县

A.+8Q,6
:568=L

经度 K58/.=6D2 )!R?"S )#R&(S )$R?"S (’’R&)S ((’R!#S (’&R")S
纬度 K+=.=6D2 !’R((S ")R?"S ")R&&S "#R?$S "$R?(S ">R?#S
海拔高度 T72U+=.58（3） (("’ (?>’ ">?’ ("’> (#?’ &’!’

土壤类型

;5.7 =LG2

棕漠土

4-5P8 D2E2-=
E5.7

灰棕漠土

C-2L B-5P8
D2E2-= E5.7

山地棕漠土

1568=+.856E
B-5P8 D2E2-= E5.7

灌淤土

O+-G.8/
E5.7

山地棕壤

1568=+.856E
B6-5Q23

森林灰褐土

C-2L D-+B
F5-2E= E5.7

年平均气温 VU2-+/2
+886+7 =23G2-+=6-2（W ）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年降水量 VU2-+/2 +886+7
G-2<.G.=+=.58（33）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9 ’ X "9 ) (?# X ("9 & !!#9 ? X (#!

植物群落

:53368.=L =LG2E
白刺 Y 盐爪爪

灌丛（(）

膜果麻黄

灌丛（&）

金露梅

灌丛（"） 农田群落（!） 针茅草原（?） 云杉 Y
山杨林（>）

覆盖度 :5U2-+/2（Z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E,-6B7+8D；（&）234!#-’# 3’5!6#$(7&& E,-6B7+8D；（"）81"!9"&$$# 0’."&*1(# E,-6B7+8D；（!）*.27D <-5G <5336J
8.=L；（?）:"&3# EGG9 C-+EE7+8D；（>）8&*!# *’#((&01$&# + 813.$.( -#;&-&#9# F5-2E=
"为郁闭度 :+85GL D28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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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每百夹日捕获率作为相对数量指标。对喜马

拉雅 旱 獭（ ./’0#)/ 1"0/2/*/-/）的 调 查 采 用 计 洞

法，具体方法为：首先布 $ 条 &%% ’ 长、夹距为 & ’
的样线，得出不同种类的捕获率（3"），同时调查布夹

线两侧 (% ’ 内 的 喜 玛 拉 雅 旱 獭 夏 居 洞 群 数 量（ 张

广登，马立名，$)"*），以 每 个 洞 群 ! + & 只 个 体（ 中

国科学院 青 甘 综 合 考 察 队，$),*）的 中 间 值 计 算 调

查样方（&%% ’ - *% ’）中喜玛拉雅旱獭密度（4），然

后在样线两侧以夹线距 $% ’ 再布 ( 条样线，连续布

夹 * + , 天，直至连续 ( 天没有上夹后撤夹，并计算

该样方内所捕 鼠 类 的 密 度（ 4" ）。 在 每 个 生 境 中 连

续做 ( 个样方，以 3" 为 因 变 量，以 4" 为 自 变 量，建

立线性回归方 程，并 以 4 为 自 变 量，计 算 出 喜 玛 拉

雅旱獭的捕获率。

在每一样地内，沿 $%% ’ 的样线设置 & 个 $ ’
- $ ’ 的观测样方（ 森林生境类型中观察样方的面

积为 & ’ - & ’），测定每个样方内植物的覆盖度（ 郁

闭度），并统计各 生 境 类 型 的 平 均 覆 盖 度（ 郁 闭 度）

（ 可靠性为 %. )&）。

!" #$ 群落组织水平指标测定

本研究采用常用的测度生物多样性指数的方法

分析调查生境内的鼠类群落的多样性。丰富度指数

（ /0123455 03647）采 用 89/:9;4<（$)&"）的 计 算 方 法，

物种多样性（ 5=41045 60>4/50?@）用 A2933B3CD0434/ 指

数和 E0;;（$)F!）的 多 样 性 指 数 表 示，均 匀 度（ 4>43C
3455）用 G04;BH（$)F&）均匀度指数（ 56）表示，生态优

势度（ 6B’039314）和 相 似 性（ 50’0;9/0?@）分 别 采 用 用

A0’=5B3（$)*)）生 态 优 势 度 指 数（ 7）和 群 落 系 数

（8）表示。上述各种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物种丰富度指数：

# # 9$ :（+ ; $）<（ ;3=）

式中，+ 为物种数目，= 为所有物种个体总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A2933B3CD0434/ 指数）：

>6 : ;#?" ;3?"

式中，?" 是一个个体属于第 " 种的概率。

E0;;（$)F!）的 多 样 性 指 数（ E0;; I5 60>4/50?@ 03C
647）：

# # =@ :#（?"）$ <（$ J @）

式中，?" 为第 " 个 物 种 的 个 体 所 占 比 值。E0;; 列 出

这些多样性指数的第 %，$，( 阶（ 即方程式中 @ K %，

$，(）正好符合 ! 个重要的多样性测定值：

数 %：=% : +，其中 + 是物种总数；

数 $：=$ : &>6，其中 >6是 A2933B3CD0434/ 指数；

数 (：=( : $ < !，其中 ! 为 A0’=5B3 指数。

=% 是样 本 中 所 有 种 的 数 量（ 不 考 虑 其 多 度 ），

=$ 是 非 常 丰 富 种 的 数 量，=( 是 样 本 中 丰 富 种 的 数

量。

!）均匀度指数

G04;BH（$)F&）均匀度指数（ 56）：

A A B$ : >6 < ;3+ K（ ;3 =$ ）L（ ;3 =% ）

*）生态优势度

A0’=5B3 生态优势度指数（7）（G04;BH，$)F&）：

A A 7 :#（-" < =）(

式中，-" 为每一种的个体数，= 为总个体数。

&）相似性分析（G04;BH，$)F&）

用群落系数 8：

A A 8 : C <（@ D !）

式中，C 为两种不同生境中相同物种的数量，@、! 分

别表示各个生境中物种的总数。

%$ 结果与分析

%" !$ 种类组成

本研究中共布夹 &!(% 夹次，捕获 $! 种（ 喜玛拉

雅 旱 獭 采 用 计 洞 法 ）!&* 只 个 体，分 属 鼠 兔 科

（M12B?B30694）! 种（ 占 所 有 捕 获 种 类 的 (!. %"N ）、

跳鼠科（O0=B60694）( 种（$&. !"N ）、松 鼠 科（ A10H/0C
694）( 种（ $&. !"N ）、鼠 亚 科（ 8H/0394 ）( 种

（$&. !"N ）、仓 鼠 亚 科（P/014?0394）! 种（(!. %"N ）、

沙鼠亚科（Q4/R0;;0394）$ 种（F. ,)N ），其中仅 8’",&)E
F2F( 0"G’/)#’"F( 和 8H I/’/I&-("( 个体数量在 $%N 以

上，为当地的常见种，其他种类为非常见种（ 表 (）。

在不同生境条件下，7"JF( (/G"))/ 和 .&’"#-&( 0&’"$"E
/-F( 是荒漠和半荒漠灌丛的主要种类，相对丰富度

分别为 *F. ,$N 和 (%. ,!N ；./’0#)/ 1"0/2/*/-/ 和

8’",&)F2F( 0"G’/)#’"F( 是山 地 灌 丛 的 主 要 种 类，相 对

丰富度分别为 *(. ",N 和 (&. F$N ；农田生境的主要

种类为 8H I/’/I&-("(，相 对 丰 富 度 为 &( H $FK ；山 地

草原的主要种类是 8H I/’/I&-("( 和 ./’0#)/ 1"0/2E
/*/-/，相对 丰 富 度 分 别 为 && H &,K 和 (( H ((K ；8H
2#-G",/F$/)F( 则 是 森 林 生 境 的 主 要 种 类，相 对 丰 富

度为 *% H %%K 。

在所有捕获鼠类种类中 .F( 0F(,F2F( 和 @J#$&E
0F( J&-"-(F2/& 为 广 布 种，其 他 均 是 古 北 界 种 类。

8’",&)F2F( 2#-G",/F$/)F(、8H I/’/I&-("(、8 H 0"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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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河西走廊不同生境鼠类群落组成和种类相对丰富度（%）
&’()* +% ,-../0123 4-.5-6121-0 ’07 8*)’219* 65*41*6 ’(/07’04* -: 8-7*026 4-))*42*7 :8-. 71::*8*02 ;’(12’26 10 <*=1 ,-8817-8，>’06/
?819*04*（ :8-. @/)3 2- A/B/62，+CCD）

物种

E5*41*6
生境类型 <’(12’2 235*

F’（$CC ( ） FF（G#C） FFF（DDDC） FH（#"C） H（$CC） HF（$CC）

红耳鼠兔 !"#$%$&’ ()*%#)$%+, + - #G（+ 4 ） ! - "I（+）

间颅鼠兔 !- %#$.’,+ +C（!）

达乌尔鼠兔 !- /’0)+"’ + - #G（+）

喜马拉雅旱獭 1’).$%’ #+.’2’*’&’ !+ - #G（"C） ++ - ++（!）

达乌尔黄鼠 3+%(220, /’0)+"0, DD - DD（+）

三趾跳鼠 4+50, ,’6+%%’ +" - C#（D+） G! - #J（$G） # - JC（!）

五趾跳鼠 722’"%’6’ ,+8+)+"’ DG - ++（+!） I - JD（!） D" - C!（G）

小家鼠 10, .0,"020, + - #G（+） +C（!）

大林姬鼠 75$/(.0, 5(&+&,02’( +C（!）

灰仓鼠 3)+"(%020, .+6)’%$)+0, "! - GD（D#） D" - ID（+C） +I - JD（D#）

黑线仓鼠 3- 8’)’8(&,+, D! - +$（DC） I+ - DJ（+!） II - IG（DC）

长尾仓鼠 3- 2$&6+"’0/’%0, + - #G（+） # - JC（!） DD - DD（+） !C（#）

子午沙鼠 1()+$&(, .()+/+’&0, !+K "D（++） IK !D（#） D"K C!（G）

物种数 L-K -: 65*41*6 " ! # G ! !
’：!：荒漠灌丛；"：半荒漠灌丛；#：山地半荒漠灌丛；$：农田；%：山地草原；&：森林。!：7*6*82 6;8/(；"：6*.1M7*6*82 (8/6;；#：(8/6; -:
.-/02’10-/6 6*.1M7*6*82；$：:1*)7；%：.-/02’10-/6 B8’66)’07；&：:-8*62
(：括号内数字为各生境类型布夹数 L/.(*8 10 2;* (8’4N*26 16 2;* 4)15 0/.(*8 10 *9*83 ;’(12’2
4：括号内数字为捕获数 L/.(*8 10 2;* (8’4N*26 16 2;* 4’52/8*7 0/.(*8

1()+$&(, .()+/+’&0,、722’"%’6( ,+8+)+"’、4+50, ,’6+%%’ 分

布的生境类型较广，在 " O ! 个生境中都有分布，其

他物种分布区域较窄，!"#$%$&’ /’0)+"’ 仅发现于山

地半荒漠灌丛，75$/(.0, 5(&+&,02’( 和 !"#$%$&’ %#$9
.’,+ 仅在森 林 生 境 中 有 分 布。 山 地 半 荒 漠 灌 丛 生

境中物种最丰富，有 # 个物种分布；而戈壁荒漠生境

中物种最少，仅有 " 个物种分布。

!& !" 多样性和相似性

根据 G 种不同栖息环境采得的鼠类动物的种类

和个 体 数 量，分 别 计 算 出 物 种 丰 富 度（ P’8B’)*: 指

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1)) 指数）、均匀度指数

（?1*)-/ 指数）、生态优势度指数（ E1.56-0 指数）等，

测算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山地半荒漠灌丛的鼠类群落

中拥有较多的物种，而且其丰富度和多样性（:;）程

度均最高，分别是 DK $G#$ 和 DK IGCJ；其次是农田生

境，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DK I$!J 和 DK !"D$。

其余的 ! 个生境中，森林生境和山地草原具有相似

的丰富度，其值分别为 DK "C+$ 和 DK "GI!；山地草原

的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数（ DK ""++ ）略 高 于 森 林 生 境

（DK D!#$）；戈壁荒漠和半荒漠灌丛具有相似的丰富

度和多样性 指 数，其 值 分 别 在 CK GD"$ O CK #"C# 和

DK CC!C O DK CG$I 之间。由表 " 还可以看出，在多样

性指数中，不同生境的丰富种数量（<D ）变化趋势与

:;相似，而非常丰富种数量（<+ ）的变化趋势却基本

相反，既半荒漠灌丛生境 Q 山地草原生境 Q 戈壁荒

漠生境 Q 农田生境 Q 森林生境 Q 山地半荒漠灌丛生

境。

从均匀度指 数 的 计 算 结 果 看，G 种 不 同 的 生 境

其取值大小的变化有明显的规律。戈壁荒漠地带生

态景观单一，加之人口稀少，环境条件受人为干扰相

对较小。森林生境研究地点位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境内，自保护区建立以来禁止大规模采伐森林，环境

条件相对稳定，因此这 + 个栖息环境中鼠类物种的

均匀 度 指 数 都 在 CK $ 以 上，以 戈 壁 荒 漠 最 高，达

CK $J"I；森 林 生 境 次 之，为 CK $GDC。山 地 草 原 生 境

和农田生境虽然受放牧和农事活动的影响较大，但

由于气候比半荒漠和山地半荒漠地区湿润，植被较

多，加之近年来牧区推行轮牧制，并且农田中种植作

物单一，因此均匀度指数高于半荒漠灌丛和山地半

荒漠两种生境。而半荒漠灌丛生境由于人工采集药

材等活动造成生境斑块化破碎现象严重，因此其均

匀度指数最低，仅为 CK J+!+。

G 种不同栖息环境中鼠类群落优势度指数的变

化与物种多样性变化趋势呈负相关（ ) R S CK ##G，=
T CK CI），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高的生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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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生境类型中鼠类群落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 !$ &+* ,-.+/*00，1-2*,0-34 ’/1 *2*//*00 -/1-.*0 56 ,51*/30 .5778/-3-*0 -/ 1-66*,*/3 +’(-3’3 349*0

多样性指数

:-2*,0-34 -/1*;

荒漠灌丛

:*0*,3
0+,8(

半荒漠灌丛

<*7-=1*0*,3
0+,8(

山地半荒漠灌丛

>,80+ 56 758/3’-/580
0*7-=1*0*,3

农田

?-*)1

山地草原

@58/3’-/580
A,’00)’/1

森林

?5,*03

丰富度指数 B-.+/*00 -/1*;

物种数 C87(*, 56 09*.-*0 ! D E F D D

@’,A’)*6 指数 @’,A’)*6 -/1*; #G F%!" #G E!#E %G "FE" %G H"DI %G !FHD %G !#J"

多样性指数 :-2*,0-34 -/1*;

<+’//5/=K-*/*, 指数（./） %G #F"H %G ##D %G HF#I %G D!%" %G %DE" %G !!JJ

L-)) 指数 L-)) -/1*;

0#（ +） ! D E F D D

0% J 1 "%!" J 1 IJ"J D 1 IFJJ D 1 %EFF ! 1 %HDI ! 1 IE"D

0J % G HD!D %G EE#E %G !EJI %G DIIH %G FJ#J %G !EE"

均匀度指数 M2*//*00 -/1*;

N-*)58 指数（ 2/）N-*)58 -/1*; #G "I!H #G IJDJ #G IH#F #G I""J #G EJEE #G "F%#

优势度指数 :57-/’/.* -/1*;

<-7905/ 指数（3） #G !HJ% #G DFE! #G JIFE #G !J!J #G !EJI #G JE##

表 #" 不同生境鼠类种类的相似性系数（$）
&’()* D$ <-7-)’,-34 .5*66-.-*/30 56 ,51*/30 -/ 1-66*,*/3 +’(-3’30

生境

L’(-3’30

荒漠灌丛

:*0*,3
0+,8(

半荒漠灌丛

<*7-=1*0*,3
0+,8(

山地半荒漠灌丛

>,80+ 56 758/3’-/580
0*7-=1*0*,3

农田

?-*)1

山地草原

@58/3’-/580
A,’00)’/1

森林

?5,*03

荒漠灌丛 :*0*,3 0+,8( %

半荒漠灌丛 <*7-=1*0*,3 0+,8( #G DJEF %

山地半荒漠灌丛

>,80+ 56 758/3’-/580 0*7-=1*0*,3 # G #"#" #G %FFI %

农田 ?-*)1 #G %%%% #G !### #G JEHI %

山地草原 @58/3’-/580 A,’00)’/1 #G #### #G #### #G JH## #G J### %

森林 ?5,*03 #G #### #G #### #G %FFI #G %### #G %JH# %

度却相对较低。半荒漠灌丛生境中，虽然捕获的物

种只有 D 种，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较

小，但 3"45( (67"))6 和 8996,)67& (":"’",6 的 捕 获 率 却

相对其他物种最高，分别为 %DG %JO 和 !G H!O ，因此

该生境中物种优势度相对最高；对于山地半荒漠灌

丛生境，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较大，但

每个物种的捕获率均较低，故优势度较低。

根 据 各 栖 息 环 境 的 种 类 组 成 和 物 种 的 相 似 程

度，采用群落系数 ; 作为不同生境之间相似性的度

量指标，结果见表 D。

可以看出半荒漠灌丛与戈壁荒漠、农田生境中

鼠类物种的相似性较高，而与山地草原和森林生境

则完全相异，这是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和气候变化

引起的植被组成的差异，使得戈壁荒漠生境与山地

草原和森林生境中的物种完全不同。

!" 结论

河西走廊呈狭长的东西走向，景观类型复杂多

样，戈壁沙漠、半荒漠、绿洲、农作区及祁连山北坡草

地森林景观呈断续分布，其鼠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和

多样性随生境环境条件而变化较大。在西部荒漠和

半荒漠生境中，生态环境相对较恶劣，鼠类群落物种

组成以沙鼠和跳鼠类占优势，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

山地半荒漠灌丛鼠类群落中优势种为鼠兔类和喜马

拉雅旱獭，但由于生境的异质性较高，鼠类群落中物

种的丰富度相对最高（@’,A’)*6 指数为 %G "FE"），多

样性指数也最大（ <+’//5/=K-*/*, 指数为 %G HF#I）；

走廊中部农作区中农田和荒漠呈斑块状镶嵌，农田

区以仓鼠类占优势，交错地带鼠类群落的优势种现

象不明显，由于边缘效应的影响，物种组成较多，物



! 期 宋延龄等：甘肃河西走廊不同生境中鼠类群落结构初步研究 "#$%%

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仅次于山地半荒漠灌丛生境；山

地草原鼠类群落中优势种为黑线仓鼠和喜马拉雅旱

獭，而森林生境中的鼠类优势种则为长尾仓鼠和间

颅鼠兔，这 & 种栖息生境中鼠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指数和多样性指数比较接近。

影 响 鼠 类 群 落 中 物 种 组 成 和 多 样 性 的 因 子 很

多，植被类型、植物的生物量、降水、海拔、干扰程度

等环境因素都已被证明可影响鼠类群落物种的组成

和分 布（ ’()*+，$#,"；-./+0(，$#,,；-.11)23 4
-.11)23，$##&；56(0(. !" #$% ，&777； 8.90()+ 4
:;<006，&77$；刘 迺 发 等，$##7）。 一 些 研 究 认 为 鼠

类多样性指数与植被覆盖度呈负相关（=(.+6 4 ’>(?
+0@，$#,#；周 庆 强 等，$#A&；施 银 柱，$#A"；刘 迺 发

等，$##7），而本次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结论。研究发

现，覆盖 度 较 低 的 荒 漠 灌 丛（&B C $DB ）和 半 荒 漠

灌丛（$7B C "7B ）及覆盖度较的高山地草原（E7B
C ,7B ）和森林生境（,7B ）中鼠类群落物种多样性

均 低 于 山 地 半 荒 漠 灌 丛（ 植 被 覆 盖 度 为 &7B C
!DB ）（ 表 $，&）。原因是以往的研究主要以一种生

境类型为研究对象，强调鼠类微生境选择对物种生

存的重要意义，同时物种具体分布还受密度因子的

制约。本次研究包括 E 种生境类型，其生态尺度明

显大于前者，从而忽略了微生境的影响。对于大尺

度的生态景观来说，生境斑块的异质性，如自然因素

差异或水热条件不同形成的植被类型差异，是影响

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F>//0+3)(/?
0( !" #$G $##D；:;<9>3?-)290H 4 F(>;I.90(，&77$）。

一般来说，水分是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影响了植被

类型和覆盖率变化，从而影响生态景观的变化，而小

哺乳动物的分布主要取决于栖息地的结构特征，倾

向于与植物群落模式相一致（ 边疆晖等，$##!；-J+6?
2@ 4 K+)J@0，$#A,）。整个河西走廊处于中亚大陆内

部，气候呈显著的大陆性特征，年降水量由东向西呈

显著减少趋势（ 表 $），造成了走廊东、西部地区植被

类型差异较 大，并 且 植 物 群 落 地 域 分 异 明 显（ 王 国

宏等，&77$）。从大尺度景观看，西部广大地区主要

为荒漠和半荒漠景观，植物类型以旱生植物为主，植

被稀疏，盖度 相 对 较 小，小 型 哺 乳 动 物 生 存 条 件 恶

劣，因此，鼠类群落物种组成中只有适应干旱气候类

型的沙鼠和跳鼠类占优势。而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

量相对较高，祁连山东段降水量达 !77 99 以上，植

被类型以山地草原、灌丛和针阔混交林为主，鼠类群

落物种组成以仓鼠类占优势。并且该生境类型具有

丰富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王静，冯兆忠，&777），由于

鼠类群落的多样性随植物多样性的增大而增大（ 周

庆强等，$#A&；-./+0(，$#,,），从而使东 部 地 区 鼠 类

群落的物种组成与西部差异较大，并使物种多样性

也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中降水量对不同生境类

型中鼠类群 落 物 种 组 成 和 多 样 性 起 直 接 的 限 制 作

用。

海拔对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趋势与纬度高

低的影响相似，即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物种组成的

种类 和 数 量 会 随 之 逐 渐 减 少。-.11)23 4 -.11)23
（$#A#，$##&）在研究小型哺乳动物物种组成和多样

性与海拔 的 关 系 时 已 经 验 证 这 一 推 论。 刘 迺 发 等

（$##7）则认 为 荒 漠 地 区 海 拔 高 度 变 化 与 鼠 类 物 种

多样性无关。本次研究中河西走廊西部平原半荒漠

灌丛生境与西祁连山山地半荒漠灌丛鼠类群落物种

组成的差异明显，一些高山灌丛鼠类如红耳鼠兔、达

乌尔鼠兔以及生活于高山草甸草原的喜玛拉雅旱獭

扩展到山地半荒漠灌丛生境中。这是由于西祁连山

地接近走廊，地势又较开阔，受河西走廊干燥气候影

响较大，海拔 "D77 9 以 下 虽 为 山 地 荒 漠 半 荒 漠 地

带，但由于与河西走廊相对高差很大，自然景观的垂

直变化却甚为显著，随着祁连山北坡海拔的升高，荒

漠半荒 漠 灌 丛 植 物 组 成 发 生 变 化，逐 渐 被 金 腊 梅

（&’"!(")$$# *+,")-’$#）灌丛所取代，一些灌丛稀疏的地

带，针 茅（ .")/# H11G ）、蒿 属（ 0+"!1)2)#）等 植 物 组 成

山麓灌丛草原，放牧活动又增加了资源的异质性，同

时由于高山冰川融雪增加了河谷中河漫滩地土壤的

含水量，这些地段常为茂密的灌丛覆盖，黑线仓鼠、

灰仓鼠、长尾仓鼠及小家鼠等在此生境条件下得以

生存，致使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明显增大，同时各种

不同的植物群落之间的过渡不明显，致使鼠类的组

成和数量变化差异不大（ 表 &），因此，群落物种优势

度指数较小。相反，平原半荒漠灌丛环境条件则更

加严酷，资源限制性高，适应生存的种类少，优势现

象明显，而多样性低，鼠类群落物种数目明显低于山

地半荒漠灌丛，这与环境异质性与资源多样性假说

（L.+30(900( 4 8.(M.N.2，&77$）的结论是一致的。

河西走廊的人类活动频繁，本研究中各生境类

型与人类干扰程度密切相关，生境间的物种多样性

分析同样与干扰程度有关。荒漠半荒漠生态环境特

别脆弱，对人类干扰十分敏感，并随着气候变化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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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的加强，荒漠化日趋严重，鼠类群落结构变化

很大，出 现 了 明 显 的 物 种 更 替 现 象（ 邵 明 勤 等，

#&&%）。如 #& 世纪 ’& 年代广泛生活于荒漠地区的

两大优势种大沙鼠（./#01#0*( #2"03(）和柽柳沙鼠

（4&’"#-&( )505’"(,"-3(）（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甘 综 合 考 察

队，%"()），在本次研究却未被捕获。同时干扰致使

半荒漠灌丛破碎化严重，物种分布不均匀，优势现象

明显，多样性低。在农牧交错区，农田的开垦使草原

半荒漠或沙化明显，三趾跳鼠、五趾跳鼠及子午沙鼠

逐渐渗入，丰富了农耕区鼠种组成，增加了农田生境

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同时也增加了农田鼠害的发生。

致谢：在我们的野外调查过程中，得到祁连山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车德臣、杨全生、刘建泉、管德宁等同志

和天祝藏族自治县林业局李进军、张永虎、张宏林、

李进成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马勇研究员帮助鉴定了标本，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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