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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三江源区果洛州玛沁县矮嵩草草甸和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内高原鼠兔洞周围植被群落的调查和取

样，探究了高原鼠兔的活动对栖息地植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原鼠兔对未退化天然草地植物群落无明显危害，

对其他草地的地下生物量也无明显影响；综合地上生物量、高度、盖度与裸地面积，高原鼠兔对２龄人工草地危害最

明显，高原鼠兔洞周围的裸地面积由大到小为：２龄人工草地＞天然矮嵩草草甸＞１０龄人工草地＞１２龄人工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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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 鼠 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ｃｕｒｚｏｎｉａｅ）是 青 藏 高 原 高

寒草地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关键物种［１－２］，它大量采食

牧草［３］，通过挖洞和秃斑等危害草地［４］，加速了青藏

高原尤其是 三 江 源 地 区 的 草 地 退 化［５－１１］，是 当 地 主

要的草原害 鼠 之 一［１２－１４］．孙 飞 达 等［１５］的 研 究 表 明，

以高原鼠兔为主的鼠类活动加剧了本已脆弱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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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致使优良牧草锐减，毒杂草滋生．周华坤

等［１６］的研究表明，高原鼠兔的入侵和危害是造成人

工草地退化的促进因素之一．刘菊梅等［１７－２０］的研究

表明，草场的植被生物量和盖度与鼠兔种群密度均

存在显著的正线性相关，高原鼠兔在过度放牧草地

上加剧了草场的退化速度．国内关于高原鼠兔的研

究报道还有很多［１７－２０］，然而在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

中针对高原鼠兔对植物群落特征的危害及其对比研

究较缺乏，限 制 了 对 其 进 行 生 态 防 控 的 实 施．鉴 于

此，本研究通过一系列野外观测，初步探究了三江源

区高原鼠兔对其栖息地的影响、高原鼠兔的活动和

分布对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和天然矮嵩草草甸影响

的差异，以期为人工草地的管理和鼠害防治提供科

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境内大武镇东

南部 格 多 牧 委 会 草 场，该 草 场 地 处 Ｅ　１００°２６′～

１００°４１′，Ｎ　３４°１７′～３４°２５′，海拔３　９３０ｍ，属高原寒

冷气候类 型，年 均 温 为－２．６℃，≥０℃年 积 温 为

９１４．３℃ ，年 日 照 时 数 为２　５７６ｈ，年 均 降 水 量 为

５１３ｍｍ．无绝对无霜期，牧草生长期为１１０～１３０ｄ．

土壤类型以高山草甸土和高山灌丛草甸土为主［２１］．

矮嵩草草甸为该地区主要的天然草场．建群种

为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主 要 的 伴 生 种 有：小

嵩草（Ｋ．ｐｙｇｍａｅａ）、垂穗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二柱头 藨 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ｄｉ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ｕｓ）、早 熟 禾（Ｐｏａ

ｓｐ．）、细叶亚 菊（Ａｊａｎｉ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短 穗 兔 耳 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ｓ）、美丽凤毛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ｓｕ－

ｐｅｒｂａ）等．人工草地 建 植 在 天 然 草 地 严 重 退 化 的 冬

季草场上，以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作基肥，自２０００

年开始陆续 建 立 了１２龄 垂 穗 披 碱 草 人 工 草 地、１０

龄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和２龄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

３块，建植面积均为４ｈｍ２．采用“翻耕＋耙耱＋撒播

＋轻耙＋镇压”的农艺措施，选用垂穗披碱草播种，

播种量为３７．５ｋｇ／ｈｍ２．

１．２　样方测定指标

２０１２年８月初在研究地进行调查，在未退化矮

嵩草草甸、退化天然矮嵩草草甸、２龄垂穗披碱草人

工草地、１０龄垂 穗 披 碱 草 人 工 草 地 和１２龄 垂 穗 披

碱草人工草地中，各选择一块立地条件一致，面积大

小为５０ｍ×５０ｍ的大样方进行观测及取样．

在每块样地里确定小样方时，综合考虑鼠洞和

鼠丘．当年鼠丘旁的高原鼠兔定居时间不长，对其栖

息地影响有限，而对鼠洞周围裸地的研究也要考虑

到鼠丘上牧草的生长恢复，本试验均在与有效鼠洞

相邻的２龄鼠丘周围选取样方．样地中２龄鼠丘可

直接观测确定，其特点是表面的土壤有些板结，有少

量的植物 生 长［２２］．有 效 鼠 洞 可 通 过 纸 团 堵 洞 法 确

定［２３］，即第１天用 纸 团 堵 住 鼠 洞，第２天 检 查 并 记

录有纸团被挖出的鼠洞，重复３次，纸团均被挖出的

鼠洞 即 为 有 效 鼠 洞．在 鼠 丘 边 缘 取 一 个２５ｃｍ×

２５ｃｍ小样方作 为 高 原 鼠 兔 危 害 区 样 方，在３ｍ外

取一个２５ｃｍ×２５ｃｍ小样方作为对照区样方，这２

个样方记为一组，每个大样方里重复取５组．在每组

样方外测量鼠洞周围的土地裸露面积，利用数码相

机快速 获 得 裸 地 的 图 像，运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软 件

（Ａｒｃｖｉｅｗ）计算 其 面 积［２４］．然 后 测 量 小 样 方 里 植 被

盖度与高度，盖度采用目测，高度用卷尺测量．齐地

收 割 所 有 植 物 后，用 直 径 为６ｃｍ 的 根 钻 取０～

３０ｃｍ的土样，用 标 准 检 验 筛（５０方 孔，０．３ｍｍ）筛

去土壤，收集根用纸包好，将根和收割的植物分别于

１０５℃烘箱内烘干至恒质量，用０．１ｍｇ电子天平称

量干质量．

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对 各 项 测 量 数 据 进 行 描

述性统计分析；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成组数据ｔ检验

的方法对鼠兔危害区与对照区样地的性状指标进行

差异性检验，试验数值以平均数±标准误差表示，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显著的标准，以Ｐ＜０．０１作为差

异极显著的标准；作图 采 用ｏｒｉｇｉｎ　８．１完 成（图１－４

中２龄人工草地、１０龄人工草地、１２龄人工草地、未

退化天然草地和退 化 天 然 草 地 分 别 用２ａｇ、１０ａｇ、

１２ａｇ、ｎｎｇ和ｄｎｇ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原鼠兔对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如图１所示，在所有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中，鼠

害区样方比对照区样方的地上生物量略低，但在１０

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及矮嵩草草地中差异不显著，在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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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龄人工草地中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即高原鼠兔

对２龄人工草地中鼠洞附近的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

危害严重．

图１　高原鼠兔鼠洞周围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ｒａｔｈｏｌｅ

２．２　高原鼠兔对植物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如图２所示，在人工草地和天然矮嵩草草甸，草

地鼠害区样方的根干质量与对照区样方的根干质量

的差异都不显著（Ｐ＞０．０５），表明高原鼠兔对鼠洞

附近植物群落的地下生物量影响不大，这个结果与

孙飞达等的研究一致，即高原鼠兔对地下根系的再

分配和扰动作用较小［２５］．

图２　高原鼠兔鼠洞周围植物群落地下生物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ｒａｔｈｏｌｅ

２．３　高原鼠兔对牧草高度的影响

人工草地中，鼠害区样方的牧草高度均低于对

照区（图３），其 中２龄 人 工 草 地 差 异 极 显 著（Ｐ＜

０．０１），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矮嵩草草甸中，未退化矮嵩草草甸鼠害区与对照区

样方的牧草高度差异不显著（图３）．值得注意的是，

退化天然矮嵩草草甸鼠害区的牧草高度显著高于对

照区（Ｐ＜０．０５）．

图３　高原鼠兔鼠洞周围植物群落高度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ｒａｔｈｏｌｅ

２．４　高原鼠兔对牧草盖度的影响

人工草地中，鼠害区牧草的平均盖度都小于对

照区（图４），２龄 人 工 草 地 差 异 极 显 著（Ｐ＜０．０１），

但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鼠害区样方的盖度与对照

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在矮嵩草草甸中，鼠害区

牧草的平均盖度均小于对照区，在退化的矮嵩草草

甸中，鼠害 区 牧 草 的 盖 度 显 著 小 于 对 照 区（Ｐ＜０．

０５），但在未退化矮嵩草草甸中，鼠害区盖度与对照

区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图４　高原鼠兔鼠洞周围植物群落盖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ｒａｔｈｏｌｅ

２．５　高原鼠兔对鼠洞周围裸地面积的影响

表１中裸地面积为每个大样方所测５个高原鼠

兔洞周围裸地面积的平均数±标准误差．如表１所

示，２龄人工草地的鼠洞周围裸地面积显著高于 其

他样地（Ｐ＜０．０５），１２龄人工草地鼠洞周围裸地面

积显著小于１０龄人工草地（Ｐ＜０．０５），即在人工草

地中，高原鼠兔对２龄人工草地植被的破坏强度最

严重，随着人工草地的龄期增加，高原鼠兔对周围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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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破坏程度减弱．在天然矮嵩草草甸中，高原鼠兔

对鼠洞附近的植被破坏效果是相似的，退化矮嵩草

草甸鼠洞周围裸露面积与未退化矮嵩草草甸的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１　高原鼠兔鼠洞周围裸地面积

Ｔａｂ．１　Ｂａｒｅ　ｍａｓ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ｒａｔｈｏｌｅ

类型
人工草地

２龄人工草地 １０龄人工草地 １２龄人工草地

天然矮嵩草草甸

未退化天然草地 退化天然草地

裸地面积 １．２９±０．０３ａ ０．０９±０．０１ｂ　 ０．０８±０．０１ｃ　 ０．２２±０．０３ｄ　 ０．２４±０．０４ｄ

　　同列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ｎ＝５．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高原鼠兔对人工草地植物群落的影响

以垂穗披碱草为优势种的人工草地具有改良草

地与控 制 鼠 害 的 双 重 功 效，且 具 有 较 高 的 经 济 价

值［２６］．垂穗披碱草 人 工 草 地 建 成 后 第２年，植 物 群

落的高度、盖 度 和 地 上 生 物 量 都 有 了 很 大 提 高［２７］，

均高于天然草地，尤以２龄人工草地最显著．

这种情况对高原鼠兔是不利的，因为植被繁茂、

环境郁闭危及鼠兔的活动和生存［２８］．高原鼠兔可通

过影响人工草地的种群特征、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危

害人工草地的稳定性与牧草产量［２９］．且２龄人工草

地本身为非稳定性群落结构，植物组分种类少，均匀

度低，丰富度 和 多 样 性 指 数 也 不 高［３０］，它 的 建 群 种

与优势种是垂穗披碱草，其他牧草种类与数量都较

少．而高原属兔是典型的植食性动物，垂穗披碱草是

其嗜食性较 高 的 植 物［３１］．因 此，鼠 害 区 牧 草 中 的 垂

穗披碱草被高原鼠兔大量采食而导致盖度和高度显

著下降．在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中，由于经过多年

的演替，人工草地牧草的种类组成较丰富，群落结构

较为完善［１０］，高 原 鼠 兔 采 食 喜 食 牧 草 后，草 地 的 盖

度变化不明显．

但在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中，鼠洞附近植物

群落高度也显著下降．原因是高原鼠兔会通过对洞

穴周围较高的植株进行刈割，保持开阔的防御视野，

降低被捕食的风险［３２－３３］．另外，高原鼠兔的贮草行为

也是造成牧草高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３４－３５］．

３．２　高原鼠兔对矮嵩草草甸植物群落的影响

高原鼠兔对天然矮嵩草草甸的地上和地下生物

量影响不明显，对未退化矮嵩草草甸的牧草高度影

响也不显著．分析原因是退化矮嵩草草甸与未退化

矮嵩草草甸牧草高度差异不明显（Ｐ＝０．５０７），牧草

平均 高 度 均 在５ｃｍ 左 右，是 高 原 鼠 兔 理 想 的 生

境［３６］，排除了其刈割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退

化天然矮嵩草草甸鼠害区的牧草高度显著高于对照

区，说明当植物群落高度在一定范围内，高原鼠兔的

活动对退化矮嵩草草甸的牧草高度有促进作用．这

与周雪荣等［３０］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适当密度的鼠类

活动对高寒草甸植被的高度有积极作用，与草地植

物被采食后的补偿性生长策略有关［３７］．

研究还发现，高原鼠兔对未退化天然草地的高

度、盖度、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均无明显危害，

处在其危害阈值范围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高原鼠

兔不是草原退化的“罪魁祸首”，而是草地退化的伴

生产物［７］．

３．３　人工草地和矮嵩草草甸鼠洞周围植物群落特

征的比较

植物群落特征可以通过其地上生物量、地下生

物量、高度和盖度加以反映［３８－３９］．高原鼠兔对草地的

地上生物量有一定的危害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高原

鼠兔的挖掘活动会引起其栖息地植物群落地上生物

量下降［２２］，只是 草 地 作 为 可 更 新 资 源，对 外 界 的 不

利干扰具有 受 害 补 偿 能 力［４０］．因 此，在 人 工 草 地 和

天然草地中，鼠害区样方比对照区样方的地上生物

量略低，但是在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地及未退化天

然草地中差异不显著；在退化草地中，高原鼠兔活动

产生的危害也不明显，这可能与高原鼠兔的种群密

度有关，马波 等［４０］的 研 究 表 明，高 原 鼠 兔 有 选 择 地

利用植被较好的生境而避免利用植被过度退化的生

境，防止了栖息地植被的过度破坏；在２龄人工草地

中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即２龄人工草地中高原

鼠兔对鼠洞 附 近 的 植 物 群 落 地 上 生 物 量 有 严 重 危

害，原因是其植被结构单一、群落稳定性差［３０］．

高原鼠兔对人工草地和矮嵩草草甸面的地下生

物量的影响不大，这与高原鼠兔的食物谱系［３，４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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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牧草根系分布区域和密集程度差异显著等

原因均有关系．在人工草地中，牧草以禾草科为主，

根系为须根系，分布较浅．在天然矮嵩草草甸中，尤

其是未退化天然矮嵩草草甸，以矮嵩草为主的牧草

根系发达，生长密集．人工草地和天然矮嵩草草甸的

大部分牧草根系都主要分布在地下１０ｃｍ以内［４３］，

而高原鼠兔的栖息地在距地面１０ｃｍ以下［４４］．

高原鼠兔对人工草地植物群落高度影响明显，

对天然的矮嵩草草甸影响不大．这是由于在矮嵩草

草甸和垂穗披碱草草甸，高原鼠兔刈割频次较高的

为垂穗披碱草［３３－３４］．因此高原鼠兔对以垂穗披碱草

为优势种的人工草地植物群落高度的危害要大于天

然矮嵩草草甸．

高原鼠兔对人工草地和退化矮嵩草草甸植物群

落盖度影响明显，而对其他类型的草地影响不大．这

与植物群落的抵抗力、高原鼠兔密度变化导致的危

害程度不同及高原鼠兔的刈草行为有关［３３，４５－４６］．

综上所述，说明高原鼠兔的活动对群落系统稳

定的草地（未退化的矮嵩草草甸）危害不大，对群落

系统较稳定的草地（１２龄和１０龄人工草地）的危害

较小，而对群落系统相对不稳定的草地（２龄人工草

地、退化的矮嵩草草甸）危害大，且不易恢复．

３．４　人工草地和矮嵩草草甸鼠洞周围裸地面积的

比较

作为高寒草甸中的一种植食性物种，高原鼠兔

的摄食活动会对草地植被产生危害作用，甚至造成

大面积的裸地．高原鼠兔洞口周围裸地面积均值最

大的是２龄 人 工 草 地，显 著 高 于 其 他 样 地（Ｐ＜

０．０５）．２龄人工草地植物群落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较

弱，植被易被高原鼠兔破坏且难以恢复；１０龄和１２

龄人工草地植物群落的恢复力较强，鼠洞周围植被

破坏后能逐渐恢复；高原鼠兔洞口周围裸地面积的

大小不仅与植被的特征有关，还与其导致的被捕食

风险大小有关．２龄人工草地的植物群落较高，草群

郁闭度大，高原鼠兔需要较大的裸地空间才可有效

降低被捕食 风 险［４７］．而 在 天 然 矮 嵩 草 草 甸 里，植 被

平均高度接近５ｃｍ，地 形 开 阔，高 原 鼠 兔 被 捕 食 风

险小．经显著性检验与分析，天然矮嵩草草甸鼠洞周

围裸露面积显著大于１０龄和１２龄人工草 地（Ｐ＜

０．０５），退化矮嵩草草甸鼠洞周围裸露面积与未退化

矮嵩草草甸面积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因此高

原鼠兔洞周围的单块裸地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２龄

人工草地＞矮嵩草草甸＞１０龄人工草地＞１２龄人

工草地．

以往的研究表明斑块状裸地是诱使高原鼠兔迁

入的重要因 素［４７］，由 此 将 产 生 一 系 列 恶 性 循 环，加

速草地退化．所以在人工草地建立初期及中度退化

矮嵩草草甸要特别注重防治鼠害，防止天然草地和

人工草地因为鼠害加剧了草地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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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孙飞达，龙瑞 军，蒋 文 兰，等．青 海 果 洛 地 区 不 同 鼠 洞

密度下高寒草甸植物生物量分布特征［Ｊ］．草地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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