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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根田鼠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

崔庆虎1 ,2 , 苏建平1 , 3 , 张同作1 , 连新明1

( 1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青海 西宁　810008 ; 2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北京　100039)

　　摘要 : 为研究根田鼠 ( Microtus oeconomus) 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强度 , 于 2002 —2003 年的 7 —9 月在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采用样方法测定了 4 种类型栖息地 (人工耕作地、真草甸、沼泽
化草甸、金露梅灌丛) 中的 3 个根田鼠活动强度变量 (跑道长度、跑道分叉数、洞口数) 。除了跑道长度和跑
道分叉数在真草甸和沼泽化草甸间差异不显著外 , 3 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类型栖息地间均差异显著 , 而且变化
趋势一致 ; 根田鼠对 4 类栖息地的利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金露梅灌丛、沼泽化草甸、真草甸、人工耕作地。
整体上根田鼠表现为偏好利用食物资源丰富、没有竞争性啮齿类栖息、较为郁闭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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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Root Vole ( Microtus oeconomus)
on Different Types of Habitats

CUI Qing2hu1 ,2 , SU Jian2ping1 , ZHAN G To ng2zuo 1 , LIAN Xin2ming1

(1 .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8 , China ;

2 .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39 , China)

　　Abstract : Habitat utilization of root vole ( Microtus oeconomus) was studied in the region of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from J uly to September of 2002 and 2003. Three index2
es of activity intensities , runway length , runway branch number and burrow entrance number were used to estimate root
voleπs utilization intensities on four types of habitats , manual cultivated land , true meadow , swamp meadow and
Dasiphora f ruticosa shrub. It was same that three indexes of activity intensities trended in four types of habitats. The ac2
tivity intensities of root vole on four types of habitats were in ascending order of the manual cultivated land , true meadow ,
swamp meadow and D1f ruticosa shrub. Three indexes of activity intensities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between each two
types of habitats , except the runway length and runway branch number between the true meadow and swamp meadow.
Overall , the root vole preferred the dense microhabitat with abundant food resource and no existence of competitive ro2
dents.

　　Key words : Microtus oeconomus ; Habitat type ; Activity intensity

　　很多动物可以生活在多种类型栖息地中 , 通常

它们根据对栖息地质量 (如食物资源、捕食风险

等) 的抽样评估来选择利用最适栖息地 (Monkko2
nen et al , 1999) ,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适合度

( Eloy et al , 2000) 。许多研究 (e1g1 , Rosenzweig ,

1981 ; Morris , 1988 ; Abramsky et al , 1991) 表明

动物个体的平均适合度是种群密度的函数 , 定居密

度大的栖息地中动物的平均适合度大于定居密度小

的栖息地中动物的平均适合度。Pulliam (1988) 和

Pulliam & Danielson (1991) 的研究表明 , 不同栖息

地中的种群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栖息地的质

量。鉴于啮齿类的种群密度和它们的活动强度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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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相关关系 ( Abramsky & Pinshow , 1989 ;

Abramsky et al , 1990 ; Mitchell et al , 1990) , 本研

究采用根田鼠 ( Microtus oeconomus) 的活动强度来

研究其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

对根田鼠的野外研究主要集中于食性和种群调

查研究 ( Tast , 1974 ; Hu & Wang , 1991 ; Liu et

al , 1991 , 1994) , 对栖息地利用的研究还未见报

道 , 为此作者于 2002 —2003 连续 2 年的 7 —9 月在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对根

田鼠的栖息地利用进行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

下。

1 　研究地区与方法

研究地区概况见 Cui et al (2004) 的报道 , 这

里主要介绍栖息地类型的选取以及根田鼠活动强度

的测定。栖息地类型有多种划分方法 , 但多数是依

据栖息地中的植被类型进行划分 (Davis , 1960) 。

依据植物群落的外貌、层次结构、建群种的生活型

等 , 将研究地区的植被划分为高寒灌丛 ( alpine

shrub ) 、高 寒 草 甸 ( alpine meadow ) 和 沼 泽

(swamp) 3 大类型 (Zhou & Li , 1982) , 近年来随

着人类活动的增多 , 研究地区还出现了人工燕麦草

(Avena sativa) 和弃耕地植被类型。这些植被类型

受地形地貌、土壤水分、家畜放牧等条件影响 , 在

不同地段上又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本研究沿永安城

—窑沟口 —海北站 —鱼儿山 —乱海子方向 , 选取 1

条长 25 km、宽 100 m 的样带 , 在样带上根据植被

特征的差异共选取 23 个样地 , 参照 Zhou & Li

(1982) 植被类型划分标准 , 把这 23 个样地归于 4

大类型的栖息地 : 人工耕作地 (manual cultivated

land) (包括人工燕麦草草地和弃耕地) 、真草甸

(true meadow) 、沼泽化草甸 (swamp meadow) 和金

露梅灌丛 ( Dasiphora f ruticosa shrub) 。

在每一样地中选取 5 个面积为 5 m ×5 m 的样

方 , 用于测定根田鼠的活动强度变量。一般而言 ,

随着动物对斑块的利用强度的增加 , 斑块中的跑道

长度、跑道分叉数、洞口数也增多。Cui et al

(2004) 的研究亦表明 , 跑道长度、跑道分叉数和

洞口数两两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三者均可反映

根田鼠的栖息地利用强度。野外观察发现根田鼠的

地面活动主要集中在跑道上 , 跑道和洞口的确定主

要依据洞口处和跑道上是否有根田鼠新鲜粪便以及

它们的形状来判断。我们取跑道长度 ( runway

length) 、跑道分叉数 (runway branch number) 和洞

口数 (burrow entrance number) 作为根田鼠活动强

度变量 , 其测定方法如下 : ①跑道长度的测定用细

尼龙绳拟合大样方中所有洞口之间的根田鼠跑道 ,

并用软皮尺逐一测量长度 , 最后计算总长度 , 精确

到 1 cm , 为避免重复测量或遗漏 , 在测定跑道长度

时 , 需要配合细棉线和系有黄色布条的铁丝棍 , 测

定过的跑道放上细棉线和铁丝棍标记 , 这样也便于

记数跑道分叉数。②跑道分叉数测定采用直接记数

法 , 总记跑道交叉的个数。③洞口数的测定采用逐

一排查法 , 每发现一个根田鼠的洞口就在洞口旁插

一系有红色布条的铁丝棍 , 最后总计大样方中的铁

丝棍根数 , 即为大样方中的洞口数。这里的洞口包

括正在使用的洞口和没有使用的旧洞口 , 野外观察

发现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 , 所有的洞口都会被使

用 , 还会增加一些新的洞口。

2 　结 　果

211 　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强度

根田鼠在不同类型栖息地中的活动强度见表

1 , 可以看出 3 个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类型栖息地

间的变化趋势一致 , 根田鼠对它们的利用强度从大

到小依次为金露梅灌丛、沼泽化草甸、真草甸、人

工耕作地。

212 　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强度差异

运用多个独立样本 Kruskal2Wallis H 检验对 3

个根田鼠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类型栖息地间的差异

性进行检验 , 结果见表 1 , 可以看出不同类型栖息

地中的 3 个活动强度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又运用

两个独立样本 Mann2Whitney U 检验对不同类型栖

息地间的活动强度变量差异性进行两两检验 , 结果

见表 2 , 可以看出除了活动强度变量跑道长度和跑

道分叉数在真草甸栖息地和沼泽化草甸栖息地间差

异不显著外 , 3 个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类型栖息地

间均差异显著 , 表明根田鼠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

用具有偏好。

3 　讨 　论

虽然研究期间多数植物处于花果期 , 食物资源

比较丰富 , 与生物量相关的一些栖息地特征变量对

根田鼠的栖息地利用没有显著影响 ( Cui et al ,

2004) ,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食物资源仍可能成为

动物栖息地选择利用的限制因子 ( Krebs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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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根田鼠在 4 种类型栖息地中的活动强度及其差异
Table 1 　Activity intensities of Microtus oeconomu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4

types of habitats

RWL (cm) RBN BEN

MC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M 207318 ±29611 1519 ±213 810 ±113

SM 263914 ±34116 2215 ±313 2113 ±316

DS 473817 ±22718 3619 ±119 4512 ±611

差异 ( H 值) Difference ( H) 1 591542 3 561981 3 611125 3

　　　　　　　　　　　MC : 人工耕作地 (Manual cultivated land) ; TM : 真草甸 (True meadow) ; SM : 沼泽化草甸
(Swamp meadow) ; DS : 金露梅灌丛 ( Dasiphora fruticosa shrub) ; RWL : 跑道长度 (Runway

length) ; RBN : 跑道分叉数 (Runway branch number) ; BEN : 洞口数 (Burrow entrance number) 。
1　为 Kruskal2Wallis H 检验 , 自由度均为 3 , 3表示 P < 0101 (Means Kruskal2Wallis H test , all

df = 3 , and 3　means P < 0101) 。

表 2 　根田鼠在两两栖息地类型间的活动强度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of Microtus oeconomus activity intensities bet ween

each t wo types of habitats

差异 ( U 值) Difference ( U) 1

MC TM SM

TM RWL 　　1501000 3 　　4131000

RBN 1501000 3 3891000

BEN 1501000 3 2921000 3

SM RWL 501000 3 　　4131000

RBN 501000 3 3891000

BEN 501000 3 2921000 3

DS RWL < 01001 3 1561000 3 1201000 3

RBN < 01001 3 1671500 3 1581500 3

BEN < 01001 3 1191500 3 2101500 3

　　　　　　　　　　　　　　MC , TM , SM , DS , RWL , RBN , BEN : 同表 1 (See Table 1) 。
1　差异用两个独立样本 Mann2Whitney U 检验 , 自由度均为 1 , 3表示 P < 0101
(The differences were test by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Mann2Whitney U test , all

df = 1 , and 3　means P < 0101) 。

在本研究中 , 人工燕麦草地植被群落结构十分简

单 , 为单层结构 , 基本上全部由植株高大、生长茂

密的燕麦草组成 , 栖息地的郁闭性高 , 但该类型栖

息地中没有根田鼠栖息 ,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此类

型栖息地里除了燕麦草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植物 , 而

根田鼠夏季又不喜食燕麦草 (Liu et al , 1991) ; 弃

耕地植被中双子叶植物占绝对优势 (Bian et al ,

1994) , 栖息地的郁闭性也较高 , 但也没有根田鼠

栖息 , 可能是由于与食物资源有关的单、双子叶植

物生物量极不平衡所致 , 如果经过补播垂穗披硷草

( Elymus nutans ) 等处理后 , 根田鼠也许会逐年迁

入 (Xia et al , 1991) 。整体上表现为根田鼠不利用

人工耕作栖息地。尽管与食物资源相关的植物生物

量不是影响根田鼠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 , 这与研

究地区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整体事实一致 , 但就人

工耕作地的实际情况而言 , 缺少最低限度的食物资

源应该是根田鼠不利用它的主要原因。

栖息地的郁闭性对动物的栖息地选择利用有着

重要的影响 (Birney , 1976 ; van den Berg et al ,

2001) , 与栖息地郁闭性相关的捕食风险的作用甚

至会导致一些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特化于郁闭栖息

地中 ( Kotler , 1984) 。捕食风险也是影响根田鼠栖

息地选择利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Cui et al , 2004) 。

在本研究中 , 金露梅灌丛植被生长茂密 (Xia et al ,

1991) , 植被群落分灌木和草本两层 , 群落复盖度

较大 , 灌丛下面有较多的优良牧草 ( Zhou &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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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相对于其他类型栖息地而言 , 这些特点使

得栖息地郁闭性较高 , 且食物资源丰富。栖息地郁

闭性的增加大大减小了根田鼠被栖息于围栏和电线

杆上的猛禽类捕食者捕食的风险 (Cui et al , 2003 ,

2004) 。灌丛栖息地也有利于逃避兽类捕食者的追

捕。Cui et al (2004) 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灌丛高度

的增加 , 根田鼠活动强度变量 (跑道长度、跑道分

叉数和洞口数) 均增加 ; 该研究还表明种间竞争对

根田鼠的栖息地选择利用也有重要的影响 , 表现为

高原鼠兔 ( Ochotona curzoniae) 优势度的增加对根

田鼠活动的跑道长度和跑道分叉数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高原鼠兔主要栖息于植被低矮的开阔草甸栖息

地 , 偶尔进入高草草甸 (Su , 2001) , 在牧草生长

旺期经常发现高原鼠兔将一些较高的植株咬断后弃

置一旁的现象 ( Fan & Zhang , 1996 ; Cui et al ,

2004) , 这种对小生境中较高植株的刈割 , 降低了

生境的郁闭性 , 使得高原鼠兔保持开阔的防御视

野 , 从而降低被天敌捕食的风险 ; 但对于根田鼠来

说 , 这种栖息地改变却意味着捕食风险的增加 , 因

此当高原鼠兔优势度升高时 , 根田鼠的栖息地利用

强度降低 (Cui et al , 2004) 。从栖息地的郁闭性来

看 , 金露梅灌丛的郁闭性要远远优于沼泽化草甸和

真草甸 (Su , 2001) ; 而沼泽化草甸地表常凸凹不

平呈沟壑状 , 既有利于根田鼠挖掘洞口又增加了栖

息地的隐蔽性 , 其隐蔽性又优于真草甸栖息地。从

竞争性啮齿类的影响来看 , 高原鼠兔一般不栖息于

金露梅灌丛和沼泽化草甸中 (Su , 2001) , 在本研

究中只出现于真草甸的部分样地中。本研究结果表

明 , 根田鼠对上述 3 类栖息地的利用强度为金露梅

灌丛 > 沼泽化草甸 > 真草甸 , 与栖息地的郁闭性是

一致的 ; 而该郁闭性显然与根田鼠的被捕食风险密

切相关 , 即根田鼠倾向于在被捕食风险低的栖息地

中活动。

根田鼠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强度差异显

著 , 利用强度大小依次为金露梅灌丛、沼泽化草

甸、真草甸、人工耕作地 , 至于沼泽草甸和真草甸

之间根田鼠栖息地利用强度变量跑道长度和跑道分

叉数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真草甸中家畜放牧的影

响造成的 , 关于家畜放牧强度对根田鼠栖息地选择

与利用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总之 , 根田鼠偏

好利用那些食物资源丰富、没有竞争性啮齿类栖

息、较为郁闭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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