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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汶川县映秀镇的小型兽类组成
及季节动态观察

李平 1，2，杨孔 1，2，张建漂 1，2

（1 青藏高原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 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汶川县地震后小型兽类的组成和季节动态，为预防地震后鼠害与鼠传疾病暴发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 于2009年7月（夏）、10月（秋），2010年1月（冬）、4月（春）采用夹夜法对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进行小型兽类

调查取样、统计分析。 结果 调查期间共布放1645夹次，捕获率为4.38%，捕获小兽隶属于2目2科6属9种，分别为四川

短尾鼩、黄胸鼠、大足鼠、北社鼠、小家鼠、高山姬鼠、褐家鼠、中华姬鼠和灰麝鼩，优势种为北社鼠和四川短尾鼩；多样性

指数、均匀性指数和优势度指数分别为 2.574、0.205和 0.812；从夏季到春季，小兽密度先上升再降低，物种数、多样性指

数、均匀性指数总体降低，优势度指数总体升高，且各指数呈双峰型变化。结论 映秀镇在地震后不同季节小型兽类组

成不同，应根据各季节优势种和密度变化采取相应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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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seasonal dynamics of small mammal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Yingxiu Wenchuan Sichuan area to inform post ⁃quake rodent control efforts and prevent rodent ⁃borne disease
outbreaks. Methods Th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in July 2009 (summer), October 2009 (autumn), January 2010 (winter), and
April 2010 (spring). Small mammals were sampled by the night trapping metho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A total of
1645 traps were deploy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 resulting in a capture rate of 4.38% . The captured small mammals
belonged to 2 families, 6 genera and 9 species, including Anourosorex squamipe, Rattus tanezumi, R. nitidus, Niviventer
confucianus, Mus musculus, Apodemus chevrieri, R. norvegicus, Ap. draco and Crocidura attenuate. The predominant species were
A. squamipe and N. confucianus. The diversity index, evenness and dominance indices were 2.574, 0.205 and 0.812, respectively.
The density of small mammals increased from summer and declined in spring the next year. The overall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decreased at the same period while the overall dominance index increased. Each of the indices presented a
bimodal pattern. Conclusion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density of small mammals differs across seasons in Yingxiu area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seasonal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rodent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rodent⁃bor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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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映秀镇位于四川盆地和川西北高原过渡地

带，生物多样性较丰富。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

导致映秀镇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堵塞、植被损毁，生态

环境受到破坏，原有动植物群落结构受到严重影响，生

态服务功能下降。由于地震导致生境破坏、人为干扰

（重建、灭鼠等）和一系列如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地质次生灾害频繁发生，映秀地区的小型兽类为了寻

找新的食物资源、栖息地，不仅要选择环境压力较小的

生境中进行生长繁殖，还要与其它动物争夺栖息地、食

物资源等。地震导致的栖息地和自然环境变化，不但

影响幸存动物的取食、交配、繁殖等行为，而且还会影

响动物群落组成和密度变化［1-4］。一方面，生境的改变

影响小型兽类种群数量和群落结构；另一方面，小型兽

类群落组成与结构也能够反映生境质量和人类干扰程

度［5-8］。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研究报道映秀镇地震后小

型兽类群落组成和季节动态，这对防止鼠害和生境恢

复极为不利。此外，地震灾区是一些流行病的高发区，

小型兽类是其主要宿主，小型兽类的群落组成和密度

变化往往会引起流行病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改变，进而

导致流行疾病的暴发［9-10］。地震导致映秀镇生境破坏

严重，小型兽类在有限空间内与人频繁接触，会增加传

染病的发生概率。因此本研究对地震后映秀镇小型兽

类群落组成和密度变化进行监测，对防止地震灾后鼠

害和鼠传疾病暴发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区域概况 映秀镇（北纬31°057′，东经103°493′）
地处四川省汶川县城南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

渡地带，海拔 900～2200 m之间，河流均属岷江水系，

岷江由北向南贯穿映秀镇，支流有渔子溪河，面积

115.12 km2。映秀镇东部受龙门山中段九顶山及其支

脉控制，西部受邛崃山脉影响，高山连绵，河流深切，谷

坡陡峻，以中山峡谷地貌为主。映秀镇属四川盆地边

缘亚热带湿热季风气候，多雨多雾、四季分明、夏季炎

热、冬季温和的特点。土壤以黄壤、黄棕壤为主，土层

较薄，石砾含量高。植物以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地常

绿、落叶混交林为主。地震导致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受

到巨大破坏，植被损毁严重，其中崩塌、滑坡造成

30.3%林地受到损毁［11］。

1.2 调查方法 2009年7月（夏）、10月（秋），2010年1
月（冬）、4月（春）对重灾区映秀镇进行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小型兽类种类、数量等。以生葵花籽为诱饵，采用

夹夜法，晚布晨收。收夹时如果鼠夹已击发但没有任

何鼠迹计为无效夹，不计入总数；如果有大片鼠皮或者

肢体，计为捕到鼠类；如果只有少量鼠毛、鼠血等，计为

未捕到鼠，但要计入总数。对捕获小型兽类进行耳高、

后足长、体型特征描述等，带回实验室保存。分别计算

捕获率、多样性Shannon⁃Weiene指数（H）、均匀性指数

（E）、群落优势度指数（C）等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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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种数，Pi为样品中属第 i种的个体比例，Ni为

第 i 种的个体数，N为总个体数。使用 SPSS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小型兽类种类组成及其密度 夏季布放 241 夹

次，捕获率 7.47%；秋季布放 237夹次，捕获率 8.02%；

冬季布放567夹次，捕获率3.17%；春季布放600夹次，

捕获率 2.83%。经分类鉴定，隶属 2 目（食虫目、啮齿

目）2科（鼩鼱科、鼠科）6属（短尾鼩属、鼠属、麝鼩属、

姬鼠属、家鼠属、小鼠属）9 种，分别为四川短尾鼩

（Anourosorex squamipe）、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大足

鼠（R. nitidus）、北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小家鼠

（Mus musculus）、高山姬鼠（Apodemus chevrieri）、褐家鼠

（R. norvegicus）、中 华 姬 鼠（Ap. draco）和 灰 麝 鼩

（Crocidura attenuate）（表1）。各季节小型兽类群落组

成不同，优势种也有变化：夏季和秋季黄胸鼠为优势

种，冬季北社鼠为优势种，春季四川短尾鼩为优势种。

2.2 季节动态

2.2.1 小型兽类密度季节变化 种群数量季节动态是

反映小型兽类生境变化的重要参数。在夏季和秋季小

型兽类捕获率较高分别为7.47%和8.02%，冬季和春季

捕获率较低分别为 3.17%和 2.83%。夏季捕获鼠隶属

表1 映秀镇不同季节小型兽类组成
Table 1 Seasonal composition of small mammals

季节

夏
秋
冬
春

合计

布夹
次数
241
237
567
600

1645

捕获数
（只）

18
19
18
17
72

捕获率
（%）
7.47
8.02
3.17
2.83
4.38

黄胸鼠

5
8
3
1

17

褐家鼠

0
0
1
0
1

北社鼠

3
2
6
5

16

中华姬鼠

0
0
3
0
3

高山姬鼠

1
1
0
0
2

小家鼠

2
0
0
0
2

大足鼠

4
3
0
0
7

四川
短尾鼩

2
5
4

10
21

灰麝鼩

1
0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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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2科6属7种，以黄胸鼠和大足鼠为主；秋季捕获鼠

隶属2目2科5属5种，以黄胸鼠和四川短尾鼩为主；冬

季捕获鼠隶属2目2科5属6种，以北社鼠和四川短尾

鼩为主；春季捕获鼠隶属2目2科4属4种，以四川短尾

鼩为主。与2009年7月相比，小型兽类密度在降低，但

从不同季节小型兽类组成上发现，各种小型兽类数量

变化并不一致（表1）。
2.2.2 小型兽类群落参数季节变化 映秀地区小型兽

类不同季节 H 均较高且变化幅度小（表 2）。H 为

2.574，E为0.205。比较而言，夏季小型兽类物种S和H
偏高（S＝7，H＝2.594），E为0.924，D最低（D＝0.185）；

而春季小型兽类物种 S和H最低（S＝4，H＝1.450），D
最高（D＝0.439）。夏秋季及冬季小型兽类 H、E、D 变

化幅度小，冬春季小型兽类群落参数变化较大。

3 讨 论

有研究认为，生境的破碎化会增加物种的丰富

度［1，5］。映秀镇小型兽类种类在调查期间物种S和H均

较高（S＝9，H＝2.574）。分析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①地震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形成大量异

质性小生境；震后大量食物、尸体、残渣等埋在地下，为

小型兽类提供了足够食物资源。②倒塌房屋、碎石、松

动土壤等为小型兽类提供大量隐蔽场所。③映秀镇周

围地区小型兽类可能通过迁移、扩散等方式进入该镇，

补充当地物种种类和丰富了物种。④映秀镇属于亚热

带湿热季风气候，多雨多雾天气适合小型兽类生长繁

殖。小型兽类群落和种群密度会根据生境的改变做出

相应的反应［12-13］，频繁地震次生灾害、种间和种内竞

争、人为灭鼠等使得小型兽类组成季节变化较大。同

时，食物资源和植被类型季节性变化可能是映秀镇地

震后小型兽类群落夏秋季以黄胸鼠为优势种、冬季以

北社鼠为优势种、春季以四川短尾鼩为优势种的主要

原因。地震前对映秀镇小型兽类的研究为空白，缺乏

相关数据，所以无法对地震前后小型兽类群落组成和

特征进行对比，震灾对小型兽类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

性的干扰和影响等，需进一步研究。

不同季节小型兽类的组成和密度变化较大，反映

出气候对小型兽类具有重要影响。震后映秀镇荒芜农

田、居民简易房屋结构、乱石等小型兽类生存环境，加

之动物-植物之间直接和（或）间接作用［14］，使得小型

兽类根据自身遗传、生理发育等选择适宜栖息地，不同

季节小型兽类的数量变化不一致。黄胸鼠夏秋季密度

较大，冬春季密度低，符合小型兽类的种群动态规律；

北社鼠种群数量四季较稳定，原因可能是夏秋季残留

植物种子为冬春季北社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四

川短尾鼩在夏季密度较低，秋季果实成熟，使其密度有

所上升；冬季大量施工建设虽然破坏了四川短尾鼩的

生境，但采样时部分田地恢复种植（小春作物）为其提

供了食物来源，但在春季，其他物种密度较低，种群密

度增加基值高，以致春季种群密度相对最高。董大

勇等［15］在 2008年 6月对映秀镇进行鼠疫调查时发现

小型兽类密度仅为0.24%，且只有小家鼠一种，但2009
年 7月却达到 7.47%，小型兽类达到 6种，说明小型兽

类密度在环境压力较小状况下繁殖能力强、密度变化

和组成变化幅度大。夏秋季小型兽类密度较高且其密

度差异较小；秋季黄胸鼠、北社鼠、大足鼠数量较稳定，

四川短尾鼩密度增加。秋季后调查区域在大量进行恢

复重建工作，小型兽类的生境受到破坏，秋冬季其密度

变化较大。调查期间小型兽类密度较高，超过国家规

定鼠密度（＜1%）标准，随着时间推移，温度上升，植被

恢复，食物充足，环境压力减小，2010年夏秋季小型兽

类密度可能有密度高峰。同时小型兽类适应能力强、

繁殖率高，在较长一段时间小型兽类密度将维持在较

高水平，应加强对映秀地区小型兽类群落组成和密度

的监测，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小型兽类密度，防止小

型兽类暴发和流行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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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映秀镇不同季节小型兽类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
及优势度

Table 2 Species diversity, evenness and dominance of small
mammals in different seasons

季节

夏

秋

冬

春

合计

丰富度

7
5
6
4
9

多样性指数

2.594
2.018
2.336
1.450
2.574

均匀度指数

0.924
0.869
0.903
0.725
0.205

优势度指数

0.185
0.285
0.222
0.439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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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抗性。昆虫对杀虫剂的抗性具有多种机制，其

中三大解毒酶系活性增强导致的代谢抗性普遍具有重

要作用，GSTs便是其中的Ⅱ型代谢酶。在9个野外种

群中，GSTs比活力高的品系对高效氯氰菊酯和残杀威

的抗性系数也较高，二者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

GSTs在德国小蠊的抗性形成中起一定作用，在以后的

研究中可以用抑制和增效实验来证实，同时研究其他

解毒酶系（酯酶与多功能氧化酶系）及靶标不敏感与抗

性间的关系。根据本研究结果提示，在德国小蠊实际

防治过程中，应避免长期大量的继续使用菊酯类杀虫

剂，应合理轮换其他无交互抗性的种类，有利于降低杀

虫剂对害虫的选择压力，延缓抗性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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