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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与达乌尔鼠兔食
物资源维生态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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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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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
,

川

摘 要

作者于 年在青海省刚察县年诺索玛地 区 发现高原 鼠兔 动 , ‘“ 二。, 和 达 乌尔

鼠兔
‘ ,‘ ,

一

。
一

在布哈河谷 二 阶地同域且 重叠分 布之 现象 并从这两种 鼠免的食物资源利用

出发 研究 了其生态位关系问题
。

在食物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名 高原 鼠免为 。
·

达

乌尔鼠兔为
,

即它 们具有相近似的生态位宽度
。

这两种动物的生态位在食物资源谱维

上的重叠值 》 为。 的 表 明它们在对食物资源的利用方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

关键词 高原 鼠兔 达 乌尔鼠兔 食物资源谱 食物利用谱 生态位

高原 鼠兔 , ,’‘ ,
, 为高原草原带小哺乳动物的优势种类 主要分布于

海拔 米 以上的青藏高原及其与青藏高原毗邻的尼泊尔和锡金 施银柱等 冯

柞建等
。

达乌尔鼠免 ‘
, 是典型草原的主要害鼠之一 主要分布于海拔

米 以下的华北
、

东北
、

西北等干草原
、

山地草原及黄土高原地区 施银柱等 。

钟 文勤等
, 。

两种 鼠兔仅在青藏高原的东缘 青海 省的同德
、

贵南 有 同域分 布

现象
,

但达乌尔鼠兔主要在沟谷一 阶地上栖息 而高原 鼠兔则主要栖息在二

阶地上 冯柞建等
,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
。

匕述发现引起有关学者

的广泛注意 但有关两种动物种问关 系
、

生态位关系 以及栖息地分化诸方面的问题 尚

无人涉及
。

作者于 年在青海湖西北隅的刚察县年诺索玛地区工作期间 发现这两种鼠

兔在布哈河谷二 阶地同域 巨重叠分布的现象
,

从而 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

本文从在共同栖息

地上这两种动物 的食物资源利用方面讨论其生态位关系问题
。

研 究地 点和试验方法

本研究干 年在地处北纬
“ ‘

东经
’

的刚察县年诺索玛 地 区进 行
。

海拔

一
,

属 内陆高寒气候区 年降水量
,

年平均气温 一 年积温
,

相对无霜冻期 天
。

主要植被类型有草原
、

沼泽草甸
、

沙生植被
、

高寒灌丛
、

高

寒草甸
。

工作区位于距鸟岛约 的布哈河谷二阶地退化草原弃耕地 已弃耕 年 植

物以禾本科
、

菊科
、

豆科和 杂类草为主 优势种有紫花针茅 ,动。 “ “ , 动
、

早熟禾

郑 昌琳先生在核 对达 乌尔 鼠兔 标本方 面提 供帮助 陈桂深 先 生协助 鉴定植物 标本 苏建平先 生 帮助 计算 机绘

图 谨此致谢

本文于 , 年 月 旧 收至,」 年 月 一 日收至, 」修改 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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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等
,

杂类草有黄花篙 尸 , , , ,“ 、

狭叶素篙 “ , , 。“ “ 、 、

披针叶黄花 。 , ‘ 。 尸 等
。

啮齿动物群落以高原 鼠兔
、

达乌尔鼠兔
、

高原黔

鼠 协方 功 “ 、

五趾跳 鼠 “ 、 为主要成分
,

此外尚有数量不多

的长尾仓鼠 尸 、 , , ‘ “ 。

应用随机取样方法于 月下旬在工作区 内抽取 丫 样方 个
,

首先测定每种

植物的盖度
,

然后剪取地上部分进行分拣
、

称量
,

再携至室内烘干 。℃ 至恒重后测

其生 物 量
。

对 所 抽 取 的 样 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处 理 求 出各 种 的 平 均 生 物 量
、

平均数量
、

植被的平均盖度 及标准差
。

依下式计算样方抽样数据 中每个种的相对生物量
,

略作
、

相对

数量 、 ,

略作 和相对盖度 。 ,

略作

、﹄尹、了︸︸
了‘、了‘、乏

一

一 三
一

乏

丫

丫

丫

式
、 、

中
、

和 分别为种 的相对生物量
、

相

对数量和相对盖度
、

和 分别为种 的平均生物量
、

平均数量和平均盖度
。

用蒋志刚等 的公式计算母 一 资源位上的资源相对丰富度 、

一 一飞

斗

两种 鼠兔的食物利用谱数据用扣笼实验法采集
。

扣笼 实验地点设置于相对生物量计

测抽样地附近
,

各笼底面积 丫 两 种动物分别在两 只扣笼内同时进行采食情况

观测
,

每次 小时
。

下次实验更换实验动物及扣笼地点
。

高原鼠兔共观测 次 含舍 早

早 达乌尔 鼠兔共观测 次 舍舍 早早 参试动物 皆为成年个 体
。

在食物利用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用百分 比相似指数公式 等
·

计
一

一 三 ,

式中 分别为

生态位重叠用

资源位

、

一 艺

上的资源相对丰富度和被利用频率
。

推荐的生态位重叠测度公式计算

了
一

一再王

式中 分别为种
、

种 在 , 资源位上的利用频率
。

结果 与讨论

草盛期退化草原弃耕地样方 中各种植物的相对数量
、

相对盖度
、

相对生物量列于表

食物资源谱和两种 鼠兔的采食频率列于表 和图
。

每种鼠兔对栖息地上植物资源的喜

食程度
,

按照采食频率之高低分别分 为 个等级
,

即高于 者为 级
、

最喜食 纵 一

为 级
、

喜食 一 为 级
、

尚食 低于 为 四 级
、

不喜食 为 级
、

不

食
。

从表
、

及图 看出
,

高原 鼠免最喜食禾本科的紫花针茅和早熟禾
,

豆科的甘肃棘豆

和花首
一

楷
。

达 乌尔鼠兔最喜食菊科的黄花篙及禾本科的紫花针茅
、

早熟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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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物资派的相对生物
、

相对数
、

相对益度

, , 反

食物资源位
‘】

相对生物 相对数量 相对盖度
】

一 紫花针茅 护

披针叶黄花 了
’

, 己 口 。

狭 家离 , , 口 以。

花首荷 啥助以 口 几。 ￡

早熟禾 尸阅

黄花 离 止

狼毒 , 咖 , 。

甘肃马先篙 心 , ‘

离蕊芥 口

阿尔泰狗畦花 月 ‘ ,

甘肃棘豆 习 乏 ‘

异叶青兰 , 以 , 阳户

攀苗 司地 , 。。

野胡萝 卜 呜 以

冰草 少 ,

冷溜 ‘ ‘

兰石草 加
, 加

聋尾 行

离草 砧。

赖草 乙口 , “

线叶龙胆 价
礴蕊乌头 , 召 勿 二

票 为 ,

记
·

。

。

【

。

。

。

。

。

。

。

。

。

。

。

。

。

表 高原旦免和达乌尔民免食物资源相对丰 , 度和利用谱

卜 卜 二 亡 口

食物资探位
相对丰富度

利用频率 肠

王一

高原 鼠兔
二 刀 亡

达乌尔鼠兔
己“

月‘

‘

卜涪任一卜‘日

。

《

‘亡」﹃口,二

⋯
的占勺‘,‘

‘口右,三︸丹

⋯⋯
,二,二二

紫花针茅 ‘ 户

披针叶黄花 了
’

护 ,

耐
‘

狭叶索篙

花首箱 训 。 二以八

早熟禾 尸

黄花蔺 。 , 心 ,

狼毒 。

卿 , ,

甘肃 马先离 ‘ 对 走 ‘

离蕊芥 对口 口 介

阿尔泰狗哇花 , 扭

甘肃棘豆 别 叻 , , ‘

异叶青兰 几 、护六 , ‘。
甲勺

攀苗 口 加。 ‘

野胡萝 卜 , 阳

冰草 左 户少 ” ,

冷篙 考

兰石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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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粗曰山,曰﹃卜︸

⋯⋯
莺尾 户 泣

澎草 砧 心

核草 乙妙阴 ‘,

线叶龙胆 ,

,
阵蕊乌头 , 召 用 ,

蔡 。。产以 ,

。

。

。

相 对 丰富度

目 高原 鼠免取食顺率

达乌尔鼠兔取食频率

认 止汽。口。﹄山

资深位

图 两种鼠免的食物资源谱和 食物利用谱

仪 」 、 ,

曲

在食物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

高原鼠兔 和达乌尔鼠兔 相近
,

其生态位在食物 利用谱维上的重叠值 为
,

表 明它们对食物资源竞争强度较

大
。

一般来说
,

两个物种之间食物相似性 比例愈高
,

则两者的生态位重叠越大
,

这种相关

性是容易理解的
,

一
, ,

赵志模等
, ,

但

利用共同资源的若干物种在食物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有差别
,

所以生态位重叠值大小

依赖于生态位的宽度
。

根据表 数据计算得 出的两种 鼠兔生态位宽度值表明
,

两者采食频

率高于 的最喜食植物各有 种
,

其中 种植物为它们共同最喜食的 采食频率高于

的植物分别有 种和 种
,

其 中有 种 种高原 鼠免为 尚食
、

达乌尔鼠免为最喜食 是相

同的
,

可见
,

这两种鼠兔在它们的共同栖息地上没有截然的食物分离
。

从生态位和竞争的定义出发
,

两个物种种群在彼此妨碍或抑制时即可能发生竞争
。

这

两种 鼠兔均为营家族式生活
、

具有巢区和领域 王学高等
,

”
,

可见它们在共同的栖

息地内
,

既有种内对食物和空间资源利用的竟争
,

也存在种间竞争
。

种内个体间对食物及

空间资源的竞争决定着种群增长率和种群密度 而在群落内属同一类完群 的两个

物种间竞争的结局
,

从理论上讲有 种可能
,

即 物种 被排挤 物种 被排挤 物

种 与 共存
。

在 自然界或实验室里
,

具有相似环境要求的两个物种
,

为了取得有限的食物

和空间等资源
,

大多不能长期共存
,

除非环境改变了竞争的平衡
,

或两个物种发生生态

分离
,

否则两者之间的生存竞争迟早会导致竞争能 力差的物种灭

或被取代
,

这就是竞争排斥原理 。 。

然而
,

在进化进程中
,

竞争也可使亲缘关系密切或其它方面相似的物种间产生生态

分离
。

据作者及宗浩等 观察
,

高原鼠兔与达乌尔鼠兔均具有双峰型的活动节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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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活动节律的差异又极为明显
。

达乌尔鼠兔是以晨 昏活动为主的动物
,

高原 鼠兔是以

昼行性为主的动物
,

达乌尔鼠兔的活动高峰与 日活动的启始和结束相距很近
,

是一种突

变式的活动方式
,

高原 鼠兔的 日活动高峰与启始和结束活动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
,

属渐

变类型 达乌尔鼠兔的全天活动时间长于高原鼠兔
。

据我们观察
,

两种 鼠兔在夏季炎热的

中午 皆很少在地面活动
,

高原鼠兔尤为明显 据此
,

作者认为它们在利用食物资源的时间

上可能存在着生态位分离
。

也许这正是它们能够在同域重叠分布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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