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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工作采用土丘数量统计方法,研究了高原鼢鼠 (Br〃。spGz四 乙¤记召v氵)种群数量变

动规律及预测预报。经动态分析,提出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的中、短期测报回归方程为:

y∶ =5,:23.0.910X1, y· 2=】 ,067+0,667X:

关键词;高原鼢鼠,种群动态,预测预报。

种群数量动态及其预测预报,是种群生态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有关啮齿类种群数

量动态及测报的研究,已有许多报道 (夏武平,1966,严志堂等,1983,严志堂和钟明

明,1984;周立,1985;stcnseth,1977,spitz,1985,Myllmaki等 ,1985)。 高原鼢鼠
(Myoj`口′四 沅|加”)是高寒草甸地区的主要鼠种 (刘季科等,1982)之 一。有关高原鼢

鼠种群数量变化规律及预测预报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通过对该种群数量动态的分析 ,

提出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的中、短期测报方案,并探讨其年间变化趋势。

研究地区和方法

该项工作于 198d-1989年 ,在中国利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根据高 原

鼢鼠的生物学特征 (萧 运蹿等,1981),采 用土丘统计方法调查其种群数量。

土丘调查在典型生境中进行。共选择两条统计路线。一条长约 17knl,每 间隔 2knl设 一块样方 ,

共 9块。另一条路线长约 4km,每间隔 0.5km设置样方 1块,共 9块。每块样方面积为 0.25ha(π ×

28.22m2)。  为获得备调查路线鼢鼠数量的变化规律,调查时样方的位置不变。两条调查路线的植被

类型为矮嵩草 (KobrⅡ忆 无锡m打 js)草甸。另设 0.25ha的 样方 d块 ,在计数其内的总土丘数后,用

捕尽法 (郑宝赉,1965)调 查样地的鼠数。在总土丘数与鼠数呈显著相关的条件下,估计每只鼠占有

的土丘数。由于总土丘数在 5月 、10月 与鼢鼠数量呈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王权业和樊乃昌,1987),
′
因此路线调查在每年的 5月 和 10月 进行。每次调查,统计样方的土丘数。样挫的鼠数为土丘数 除 以

每只鼠占有的土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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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88年,在数量调奋期闸,捕获一定数量的鼢鼠,逐个进行解剖、记录体长,体重,性别

及繁殖状况1分。

结 果 与分 析

(一 )种群动态特征

根据 1987-年 用捕尽法获得的数据,分析 5月 、10月 每只鼠占有的土丘数。 样地内

捕获的鼢鼠数量与地面上丘数量之间呈相关关系。结果为, 5月 二者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960,'∫ =3,P(0.01。 10月 为 0.966,d∫ =3,P(0,01。 说明在 5月 和 10月 ,鼠数

与土丘数之问存在 (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依此计算每只鼠占有的土丘数, 分别为, 5月

93,09,10月 91.01。

1981-1989年 ,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统计结果列于表 1。

表 1 1984-1989年 高原鼢鼠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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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说明,两条调查路线,高原鼢鼠的数量变动趋势一致,即 5月 数量低,10月 数

量高,10月 的数量为 5月 的 1∶ 5倍。

高原鼢鼠的性比,随月份的不同而存在差别 (表 2),10月  (秋季)最大,次为 5月

(春季),7月 (夏 季)最小,其变化与郑生武 (1980)报道结果接近。

高原鼢鼠每年有 1个繁殖期,且只有 1胎。其平均胎仔数因年份而有不同 (表 2),对 平

均胎仔数做 F检验,F弱 .77=o.854(FO.幅 =1,390,说明年度间平均胎仔数差异不显著。

(二 )种群数量的预测预报

根据高原鼢鼠种群数量变动规律及繁殖特征,对其数量变动可进行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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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t l

表2 宙尿鼢蔽的性比及胎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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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度内,用 5月 鼠数量预测 10月 鼠的数量依表:1列示的 1985-1987年数据,对

5月 数量 (X1)与其对应年度 10月 数量 (Y1)进行相关分析, 其 '=0.982, Z/=3,
P<0.01。 说明 5月 ,10月 鼢鼠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yl与 X1线性回归方

程为 P1=5.823+o.910X1。

将表 1中 1988-1989年 数据代人上述回归方程,对其进行检验 (表 3)。

y1的实测值均落人 P± 〃y的 区问范围内。说明,y值与 X值拟合度好,在一年之

内,可用高原鼢鼠 5月 数量 (X),通过该回归方程,预测其 10月 数量。

′表弓 预曰预报方程p1。
5,:2弓 +0.910X l的扭验

′
rable 3  the test oF 】'lˉ

·5.823-|0.910’ ζ
.1 using the data ffon.1 1988 and 1|9·

89.

年
year

y实 测 值

r feal value

′估 计 值
estiillate value

l” 95%可
厚.婴 l。 fc算it;写

5妨
y

1988

1989

8.35

10.91

13,57

17.16

±3.21

±2.77

2.用 10月 数量预测次年 5月 数量高原鼢鼠种群数量在 10月 达到最高峰,从 10月

到次年 4月 ,种群不进行繁殖,数量呈递减趋势 (表 1)。 仍用表 11984-1987年 数据,

对本年度 10月 数量 (X)与次年 5月 数量 (Y)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二者之间亦

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o,893,″ =3,P(0.01),求得线性回归为程为,P2=
1.0671ˉ 0.667X2。

用 1988年 10月 和 1989^年 5月的数据对该方程进行检验。1988年 10月 数量 13.57

只
`△

3,代入该方程得 P=10.12只
`ha,其

95%可信性限″y± 3.87, 即 10.12± 3.87

只

`ha,其
平均实测值 (10,12只 /ha)均在估计值范围之内。由此可认为,该回归方程

适用于以 10月 数量对次年 5月数量的测报。

(三 )种群数且变动规律的分析

在高寒草甸地区,高原鼢鼠 1年仅繁殖 1次 ,因此
’
4月 、5月 繁殖鼠的基数,以及

雌体的繁殖强度决定 10只 种群数量的变动,且 1O只数量较 改月、6月茛,10月 至次 午

4.5月 ,种群无繁殖,数量呈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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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动物种群数录变动的因子很多,Wynnc-Edwards(1965)认为,动物生理学和

行为学特征是种群数上调节的关键囚
^r。

性比和胎 r数是影响种群繁殖强度 “,内 在 因

子。上文结果说明,高原鼢鼠不同年份平均胎仔数之间差异不显著,性比虽有变化,但

年 之间比较差异亦不显著 (表 2)。 因此高原鼢鼠自然种群数量的年间波动不明显。

Andcrsson和 Hansson(19扭 )认为, 气候因素是影响啮齿类动物数量变动 的一

个重要因素。这在新疆小家鼠的预测预报也得到论证 (严志堂和钟明明, 1984)。 众所

周知,高原鼢鼠终生营地下生活,巢穴较深,受天敌及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小。在一次大

雪后,地面活动鼠类濒临绝灭,而高原鼢鼠种群数量则无降低,且有上升的趋势 (宗浩

等,1986)。 我们多年对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研究亦说明, 外在的气候因子对其种群数 量

的作用不明显。由此可见,在高寒草甸地区,高原鼢鼠为非周期波动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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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Ī),69; 113-126.

`Iyilyinaki, .A.,L,I·

1ansson and Ei.Christiansen, 1985, b.】 odeIs for  forecasting population trends in t· 甲°
species of !nicrot1】 s rodents △rfcr。扌“s Cgrfs|is a11d CrCf乃 rf。 mo,” vs 口

`Creoi"s,'亻

clu zooI.F·
′
emmicc,170:

93-101.
spitz,F.,1985, F.urther developm.eilt of the forecasting model for Micfotus aw· alis,'刁 c`c z· oof,F,·

·
c,:,]JCC,

113: 89-92.
stensetI】 ,∶ N· .(I.,1977, Evolutionafy aspects of dernograpllic cycles tlte felevance of sorne nlodels of cycles

for inicrotine flucluatiom~.(9氵 动os,29: 525-538,

V`ynne-E.dw.ards,· V.C.,1965,self-reguiation systems in poptIIation of animnis,sci召 ″c`,147: 15众3-1548.

· 178 ·



POPULATlON DVNAMICs AND NUMBER PREDiCTiON OF

PLATEAu zOKOR

zhang 
ˉ
Yanming,zhou`Vcnyang,∶ Fan Naichang and zhang Daochuan

(Ⅳ ori乃四cst PIcf召c"rnstjf“ tc or B:ofogg,rnc Cnj、召se zccdcⅡ v or scicmccs)

Invcstigation on thc populati。 n ilu111bcr and dynalllics of platcati zokor(ary口 ‘p口 一

`ε

J 侈口丿J纟yi)is carried out fron1 1981 1o 1989 at Haibci Research station of A1pinc

Mieadow· Ecosystcln, Routc-invcstigatc lncthod was uscd.  T.hc following rcsults

wcre approachcd:

1. iplatcau zokor is a stablc population,  
·
「hc population nurnbcr is llighcr in

C)ctobcr than that in May.  
·
rhe population nurnbcrs havc  a fc、 v fluctuations in

diffcrcnt ycars.
·
rhcrc is a signiFi。 ant positivc corrclation bct、 vccn population nutnbcr  of `1ay

and that of C)ctobcr for thc sarne  yCar.  According to this, wc got a  rcgrcssion

cquation. If tllc population nurnbcr in △1ay is kno、 ň, 、̌c arc ablc to prcdict thc

num.ber in C)ctobcr with thc following form.ulas:

P!=5.823+o.910X!

Hcrc,Pl and X1 arc thc population numbcrs in May and in Octobcr,rcspectively.

3, iFrom Octobcr to thc ncxt May,thc population nulnber ˇ̌ill dccreasc gradu-

ally, 1· he population nunlbcr in Mav is negativcly corrclated to  tl1.at of tllc  last

C)cto1· cr. `~′ c can tisc thc  popuiation nurnbcr in  C)ctobtr to prcdictc that in thc

ncxt May.Thc rcgrcssion cquation is:

P2o1.o67+o.667X2

Hcrc,∶回/z and Xz arc thc populat10n numbcrs in Octobcr and thc ncxt May,

re spcctiv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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