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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还草地鼠害治理 　　　
———大林姬鼠种群年龄结构的研究　　　

张同作1 ,2 ,崔庆虎1 ,2 ,连新明1 ,2 ,苏建平1

(1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1 ; 2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摘要 :对采自青海省退耕还林还草地 88 只大林姬鼠 A podemus s peciosus 标本的体重和胴体重等 7 项生长指

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确定了各项指标对鼠体生长的代表性大小。结果表明 :体重和胴体重是最具有代表

性的生长指标 ,并根据体重将大林姬鼠划分为 5 个年龄组 ,为及时掌握退耕还林还草地鼠类种群动态进而

对其进行有效防治提供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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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林姬鼠 A podem us s peciosus 是林区的主

要害鼠 ,多见于山地针阔混交林及针叶林之林缘

灌丛 ,以植物的种籽和绿色部分为食 ,在食物不足

时啃食林木幼苗并取食草根。国内有关它的研究

报道并不多见 ,张恒等[1 ] 研究了它的空间分布格

局 ,马杰等[ 2 ] 对其繁殖特征进行过研究 ,杨春文

等[3 ]曾研究其对环境湿度的选择性。近年来大林

姬鼠在退耕还林还草地中种群数量快速增长 ,已

对新植林草造成危害。及时预测其种群动态 ,制

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掌握其种群年龄结构是非常

必要的 ,而有关大林姬鼠种群年龄结构的研究还

未见报道。由于野外小型啮齿动物的生态寿命

短 ,其生长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鼠体年龄 ,故对大

林姬鼠野外工作中较易测量的 7 项生长指标进行

主成分分析 ,以确定各指标对鼠体生长的代表性

及对鉴定年龄的适合性大小 ,最终确定大林姬鼠

年龄结构划分的最佳指标 ,并用该指标进行大林

姬鼠种群年龄结构的划分。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所用材料取自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景阳镇的退耕还林还草示范小区 ,运用

人工置夹法捕捉 ,共捕获大林姬鼠个体 88 只 ,对

所有捕捉个体记录其性别及外部形态特征 ,并用

常规方法测量其身体生长指标的大小[4 ] 。

对不同性别大林姬鼠的 7 项生长指标进行了

差异性分析 ,除尾长、耳长和后足长外 ,其余 4 项

指标性别差异均有显著性 (表 1) 。因此 ,对雌、雄

个体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雌、雄个体分别选取

体重、胴体重、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长、尿道口至

尾基的长度 7 项指标 ,分别用随机变量 Y1 , Y2 ,

Y3 , Y4 , Y5 , Y6 , Y7 表示。将雌性 45 只 ,雄性 43 只

取样数据排列成 45 ×7 及 43 ×7 阶原始数据矩

阵 ,运用 SPSS1110 计算大林姬鼠 7 项生长指标

的相关矩阵 R。
大林姬鼠各指标的相关矩阵

Y1 Y2 Y3 Y4 Y5 Y6 Y7

Y1 11000 01966 01864 01442 01520 01550 01781

Y2 0 . 949 1 . 000 01828 01417 01521 01579 01755

Y3 01824 01802 1. 000 01391 01552 01492 01822

Y4 01826 01835 01624 1. 000 01081 01387 01295

Y5 01602 01654 01494 01617 1 . 000 01484 01527

Y6 01711 01740 01687 01680 01761 1. 000 01478

Y7 01314 01395 01410 01399 01532 0. 521 1. 000

　　根据 │R - λI │= 0 ,计算出相关矩阵的 7 个

特征值与贡献率 (表 2) 。由于雌、雄鼠的第 1 特

征值均远大于其它 6 个特征值 ,其贡献率雌、雄分

别为 691982 %和 641332 %。因此 ,完全可以只取

第一主分量 ( Z1 ) 进行分析 ,将特征值对应的 7 项

指标的因子负荷量列入表 3 , 因子负荷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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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林姬鼠生长指标的性别差异

指标 性别 平均数 ±标准误 样本数 (只) T 值 显著性

Y1
♂ 25181 ±11098 43

♀ 21138 ±11087 45
21868 P = 01005 < 0101

Y2
♂ 17185 ±01779 43

♀ 14146 ±01724 45
31188 P = 01002 < 0101

Y3
♂ 93137 ±21103 43

♀ 86116 ±21001 45
21487 P = 01015 < 0105

Y4
♂ 93116 ±11701 43

♀ 89131 ±11953 45
11482 P = 01142 > 0105

Y5
♂ 20185 ±01336 43

♀ 19198 ±01375 45
11723 P = 01088 > 0105

Y6
♂ 16158 ±01273 43

♀ 15196 ±01365 45
11364 P = 01176 > 0105

Y7
♂ 12123 ±01668 43

♀ 4134 ±01241 45
111300 P < 0101

表 2 　特征值及贡献率

指标
雌鼠 ( ♀)

特征值 贡献率 ( %)

雄鼠 ( ♂)

特征值 贡献率 ( %)

Y1 41899 691982 41503 641332

Y2 01897 121809 01941 131448

Y3 01483 61901 01686 91801

Y4 01358 51115 01407 51815

Y5 01205 21929 01284 41053

Y6 01115 11638 01148 21118

Y7 01044 01627 01030 01432

表 3 　第一主分量的因子负荷量

性别 Y1 Y2 Y3 Y4 Y5 Y6 Y7

雌鼠 01918 01939 01840 01866 01875 01791 01571

雄鼠 01924 01916 01863 01729 01420 01600 01869

可表明 Yi 各自对 Z1 的贡献大小 ,因子负荷量越

接近 1 ,表明其越能代表主成分 Z1 的性质。主成

分分析的过程和所使用的公式同李玉春等[5 ,6 ] 的

方法和公式 ,文中不再详细说明。

2 　结果

21 1 雌雄鼠的共性 　从表 4 可以看出 ,体重

( Y1 ) 和胴体重 ( Y2 ) 在雌雄鼠中因子负荷量都大于

019 ,是因子负荷量最大的 2 个指标 ,它们的差值

极小。故这 2 个值对鼠体生长和年龄的代表性最

大 ,在所分析的 7 项指标中是大林姬鼠最好的年

龄鉴定指标。

21 2 雌雄鼠的不同
21211 胴体重是雌鼠中因子负荷量最大的指标 ,

而在雄鼠中它的地位有所下降 ,降至第 2 位 ;相应

地 ,体重在雌鼠因子负荷量中位于第 2 位 ,但它在

雄鼠中却上升为第 1 位。

21212 尿道口至尾基的长度 ( Y7 ) 的因子负荷量在

雌鼠中排在第 7 位 ,而在雄鼠中上升很大 ,位于第

3 位。

21213 在所分析的 7 项指标中 ,用作大林姬鼠年

龄结构的鉴定指标 ,适合性次序依次为 : 雌性大

林姬鼠 : 胴体重 ( Y2 ) — 体重 ( Y1 ) — 后足长
( Y5 ) —尾长 ( Y4 ) —体长 ( Y4 ) —耳长 ( Y6 ) —尿道

口至尾基的长度 ( Y7 ) ; 雄性大林姬鼠 : 体重

( Y1 ) —胴体重 ( Y2 ) — 尿道口至尾基的长度
( Y7 ) —体长 ( Y3 ) —尾长 ( Y4 ) —耳长 ( Y6 ) —后足

长 ( Y5 ) 。

21 3 用体重进行年龄组的划分 　将采集期相

对集中的标本个体进行体重的频次分配 ,根据分

布集中和间断情况[7 ,8 ] ,并结合睾丸发育情况和雌

性怀孕状况将雌雄大林姬鼠分别划分为 5 个年龄

组 (表 4) 。根据体重年龄组划分结构将所获标本

进行分组 ,并对相邻各组间分别进行 T 检验 (表

5) ,结果表明 ,各年龄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3 　讨论

31 1 对啮齿类年龄结构的研究 ,国内外已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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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林姬鼠年龄组划分

年龄组
体重范围

雌鼠 雄鼠

幼年组 B M < 1110 g B M < 1410 g

亚成年组 1110 g ≤B M < 1710 g 1410 g ≤B M < 1810 g

成年 Ⅰ组 1710 g ≤B M < 2210 g 1810 g ≤B M < 2410 g

成年 Ⅱ组 2210 g ≤B M < 2710 g 2410 g ≤B M < 3210 g

老年组 B M ≥2710 g B M ≥3210 g

量工作 ,如对黑线姬鼠 A1 a g rari us[9212 ] 、黑线仓鼠

Cricet ul us barabensts [13 ,14 ] 和莫氏田鼠 M icrot us

m a x i mow icz i i [15 ] 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年

龄鉴定作为一项基础工作 ,针对于不同鼠种的生

长和发育特点应采用相适应的方法。对于小哺乳

动物年龄结构的划分 ,报道较多 ,一些学者认为小

型啮齿动物的年龄划分以晶体干重和臼齿磨损度

作为指标比较可行[16221 ] ,但是这种方法精度要求

高 ,较小的称量误差即可造成代表性的较大下降 ,

进而造成年龄鉴定上的较大差别 ,不易掌握[22 ] ,

因此在野外工作中并不多用。体重作为一种年龄

鉴定方法 ,无论在野外工作还是在实验室操作当

中都简便易行 ,已为许多学者专家所认同和采

用[ 9 ,13 ,23 ] ,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结果。
表 5 　大林姬鼠各年龄组体重的显著性检验

年龄组 性别 标本数量 体重范围 平均值 ±标准误 T 值 显著性

幼年组 ♀ 5 510～1010 81160 ±01924

亚成年组 ♀ 9 1210～1610 141433 ±01472 61769 P < 01001

成年 Ⅰ组 ♀ 7 1814～2119 201328 ±01473 81672 P < 01001

成年 Ⅱ组 ♀ 11 2310～2610 241227 ±01312 71195 P < 01001

老年组 ♀ 13 2710～3310 291430 ±01510 81324 P < 01001

幼年组 ♂ 3 1110～1210 111666 ±01333

亚成年组 ♂ 5 1518～1710 161360 ±01225 121150 P < 01001

成年 Ⅰ组 ♂ 9 1816～2310 201911 ±01480 61741 P < 01001

成年 Ⅱ组 ♂ 15 2510～3110 281933 ±01483 111027 P < 01001

老年组 ♂ 11 3210～3510 331727 ±01333 71568 P < 01001

31 2 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出 ,对雌性大林姬鼠

而言 ,胴体重是划分它的年龄结构最好的指标 ,其

次是体重 ;而对于雄性来讲 ,体重是划分它的年龄

结构最好的指标 ,其次才为胴体重。但是在雌鼠

和雄鼠中这两者的因子负荷量差异都很小 ,用它

们互相代替划分年龄组结果差异也就很小。在雌

雄两性中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因子划分年龄结构的

微小差异 ,主要是由于雌性个体在怀孕阶段其体

重增大影响了它的真实体重的反映 ,从而影响到

用它划分年龄结构的可靠性 ,而用胴体重划分雌

性的体重 ,则避免了这种不可靠结果 ,反映了它的

真实情况 ,因此用胴体重划分雌性大林姬鼠年龄

结构最为可靠 ;而对于雄性来讲 ,它的体重就能够

很好的反映它真实的个体年龄 ,而在胴体重的称

量过程中 ,由于存在一些实验过程中操作的误差 ,

导致不能准确地反映它的年龄结构 ,所以对雄性

大林姬鼠而言 ,体重最为真实地反映其年龄结构。

由于大林姬鼠雌雄两性间体重和胴体重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若用作年龄组划分指标需在雌雄鼠中

采用不同标准。

31 3 实际工作中对同一种鼠年龄结构的划分往往

需要统一的标准 ,由于野外工作中多从准确和实

用两方面来考虑 ,力求方法简单易行 ,所以认为大

林姬鼠年龄结构的划分应用体重作为年龄指标最

为合适。

31 4 根据体重对大林姬鼠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 ,

运用所获标本个体进行验证 ,发现各年龄组间差

异极其显著 ,这表明运用体重对大林姬鼠年龄结

构进行划分是非常正确而实用的 ,可以在实际生

产工作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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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ent pest control on reclaimed forest and pasture land from cropping

———St udies on pop ulation age st ruct ure of large field mouse

ZHAN G Tong2zuo1 ,2 ,CU I Qing2hu1 ,2 ,L IAN Xin2ming1 ,2 ,SU Jian2ping1

(11 Northwest Instit ute of Plateau Bi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 China ;

21 Instit ute of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39 , China)

Abstract :The 7 indicators of large field mouse were analyz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 h to2
tal 88 individual’s specimens which collected f rom reclaimed green land in Qinghai p rovince1 All ana2
lyzed indicators were ordered on t he first p rincipal component axis and rep resentative degree on

growt h of large field mouse determined1 The result s showed : t he body weight and corp us weight were

t he most rep resentative age indicators of large field mouse1 On p urpose of accuracy , p racticability and

convenience , we selected body weight as age indicator of large field mouse and classified to 5 age clas2
ses1 All of t he work would be powerf ul wit ness which could be used to find out pop ulation dynamics

and provide effective cont rol in time1
Key words :past ure and forest land reclamation ;Apodemus peninsulae ;age indicators ;p rincipal compo2
nent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