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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好的掌握黑龙江省东南部林区啮齿动物种类、构 成 与 分 布，为 林 业 部 门 预 防 鼠 害 提 供 科

学依据，也为啮齿动物研究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２月通过实地调查，利用夹日

法结合以前采集到的标本 以 及 对 文 献 进 行 综 合 整 理。结 果 表 明：黑 龙 江 东 南 部 林 区 共 有 啮 齿 动 物２１
种，隶属３目８科１６属，占黑龙江省啮齿动物的７０％，其中古北界１７种（占８０．９５％），广布种４种（占

１９．０５％），在动物区系组成上以古北界为主，在捕获的数量上看棕背鼠平（Ｃｌｅｔｈｒｉｏｎｏｍｙｓ　ｒｕｆｏｃａｎｕｓ）为

优势种。鼠类的密度与林龄有密切关系，林龄较长的林地鼠类密度较低，居民点的密度大于林地。不同

种类的鼠的分布也与林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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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啮 齿 动 物 是 野 生 动 物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数 量

大、繁殖快，分布广，不仅严重危害农林牧业，而且传播

许多疾病，常为 某 些 自 然 疫 源 性 疾 病 的 宿 主 动 物。对

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啮齿动物资源尚未见过系统的报

道，只有零星报道，尤其自然环境改变和人为干忧下啮

齿动物的资源调查还没有开展。为了掌握黑龙江省东

南部林区啮齿动物资源情况，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１年

２月，历经３年 多 时 间 对 黑 龙 江 省 东 南 部 林 区 啮 齿 动

物进行了详细 调 查 研 究，为 深 入 了 解 和 有 效 保 护 林 业

资源提供科学 依 据，也 为 研 究 啮 齿 动 物 提 供 基 础 生 物

学资料。

１　研究地点及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本次调查选择黑龙江省东南部啮齿动物分布比较

多而具有代表性的六处林地，牡丹峰自然保护区、三道

关国家森林公 园、横 道 河 子、黑 龙 江 双 峰 林 场、林 口 县

正三阳林场、鸡西矿区周边林场。
牡丹峰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区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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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１５ｋｍ处，属于温带红 松 阔 叶 混 交 林 区；牡 丹 江 三 道

关国家森林公 园 位 于 黑 龙 江 省 牡 丹 江 市 的 西 北 部、张

广才 岭 安 纺 山 脉 之 末，红 杉（Ｌａｒｉｘ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Ｂａｔａｌ）为

主的针阔混交林；横道河子隶属黑龙江省海林市管辖，

森林覆盖率为９２％；黑龙江双峰林场位于位于张广才

岭中段，林场资 源 丰 富，森 林 树 木 上 百 种；林 口 县 正 三

阳林场地处森 林 茂 密 的 老 爷 岭 和 张 广 才 岭 的 峡 口 处，

山多林密，江河 纵 横；鸡 西 市 调 查 地 东、东 南 与 俄 罗 斯

交界，未开垦荒地面积４４万ｋｍ。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每年的不同 季 节，在 林 地 内 选 择 不 同 的 立 地 条

件设置样地２４块，用 夹 日 法 结 合 鼠 笼 捕 获 进 行 调 查，

夹距５ｍ，行距２０ｍ，用白瓜子作诱饵，布夹１昼夜检查

１次，捕获的鼠均进行测量、分类统计［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啮齿动物组成及区系

本次 调 查 野 外 共 布 设１１３７５夹 日，共 捕 获 到 标 本

８１２只。记录啮齿动物２１种，隶属３目８科１６属，占黑

龙江省啮齿动物［６］的７０％其中古北界１７种（占８０．９５％），

广布种４种（占１９．０５％），在动物区系组成上以古北界

为主，在捕获的 数 量 上 看 棕 背 鼠 平 为 优 势 种。鼠 类 的

密度与林龄有 密 切 关 系，林 龄 较 长 的 林 地 鼠 类 密 度 较

低，不同种类的鼠的分布也与林型有关［７］。

２．２　不同生境类型与鼠类的关系

黑龙江省东南 部 林 区 植 被 呈 现 东 北 区 系 的 特 点。

生态类型比较复杂，总的来看树栖生活类型有花鼠、松

鼠，海拔比较高 的 针 叶 林 中 有 小 飞 鼠。海 拔 比 较 高 的

石林中主要是 高 山 鼠 兔，半 水 栖 半 陆 栖 生 活 鼠 有 东 方

田鼠、麝鼠。居民点附近的小家鼠、褐家鼠。林地内的

鼠有棕背鼠平、红 背 鼠 平、大 林 姬 鼠、普 通 鼩 鼱。山 间

盆地的农田及 草 地 主 要 大 仓 鼠、黑 线 姬 鼠、黑 线 仓 鼠。

在野外草灌丛及农田中活动的主要有草兔、雪兔、东北

兔、缺齿鼹、黑龙 江 刺 猬、巢 鼠。调 查 发 现 在 针 阔 混 交

林中捕获率最高为５．１２％。

２．３　啮齿动物密度的季节变化

在所调查地发 现，鼠 类 密 度 有 两 个 高 峰 期 一 个 是

６～７月，另 一 个 是９～１０月，而 居 民 点 鼠 的 密 度 总 于

高于林地内，不 同 鼠 在 不 同 季 节 不 同 林 型 内 有 各 自 的

高峰期，如在原始针阔混交林中７月份达数量高峰，这

与夏武平和孙儒泳在柴河林区研究的结果相一致。但

在人工落叶林中到９月份才达数量高峰。而小家鼠和

褐家鼠密度变化无明显规律。其它鼠密度比较平稳。

３　讨论和保护建议

３．１　从动物 地 理 方 面 来 看，黑 龙 江 省 位 于 秦 岭 以 北，

在动物地理区 划 上 属 古 北 界，所 以 该 地 区 古 北 界 鼠 类

占优势。共记录古北界鼠类１７种（占８０．９５％）。调查

发现，人为干忧 比 较 大 或 自 然 环 境 破 坏 比 较 严 重 的 林

地鼠类密度显 著 高 于 其 它 林 地 类 型，林 龄 的 较 长 的 林

地鼠类密度比 较 低，森 林 郁 闭 度 不 同 的 条 件 下 鼠 的 数

量也不同，高者鼠数量较少，低者鼠数量较多。为了减

少鼠害的发生，保护好森林资源不被破坏，尤其那些林

龄较长郁闭度较好的林地更应很好地保护。

３．２　居民 点 附 近 的 小 家 鼠、褐 家 鼠 在 林 区 内 没 有 发

现。而山间盆地的农田及草地上的大仓鼠、黑线姬鼠、

黑线仓鼠在林区内也没有捕到。林地内低海拔的针阔

混交林中没有 见 到 棕 背 鼠 平、红 背 鼠 平，只 有 在６００ｍ
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见到棕背鼠平、红背鼠平，说明各种

鼠都有自己的最适生存环境。也说明在不同生境类型

中有自己的优势种。

３．３　啮齿 动 物 大 多 数 对 人 类 有 害，除 传 播 各 种 疾 病

外，还对农业、林业、草原造成严重危害，要进行及时准

确的预测预报，为 防 治 工 作 提 供 科 学 依 据。尤 其 加 强

科技投入，配备 专 业 技 术 人 员，重 点 林 区 跟 班 作 业，科

学防治。还要加大资金投入。

３．４　从密度季节变化可知，鼠密度呈两个高峰期一个

是６～７月，另 一 个 是９～１０月，如 果 药 物 统 一 灭 鼠 应

在４月份和８月份，４月份进是播种前，从而达到 最 好

的灭鼠效果。在 防 治 鼠 害 时，应 以 物 理 和 生 物 防 治 为

主，保护植被，改 变 鼠 类 的 栖 息 环 境，保 护 鼠 类 动 物 的

天敌，严 禁 捕 蛇、鹰 等。还 应 加 强 对 稀 有 种 的 保 护 力

度，维持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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