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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研究调查青海省境 内高原鼢鼠的分布地区、种群密度以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研 究

结果为 :

青海省境内高原鼢鼠分布的总面积达 381,93万 公顷 ,引 起草地严重退化的面积 127.07

万公顷.不 同地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差异极显著 (p<o· 01)。 高原鼢鼠分布的海拔与纬度里

极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p(0.01).多 年冻土地区与季节性冻土和岛状多年冻土地区高原鼢鼠

种群密度差异极显著 (p(0.01),季 节性冻土与岛状多年冻土地区差异不显著 (p)0.05);

多年冻土地区 ,冻 土层厚度与种群密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p<0.01)。 高寒草甸、草原

和栽培植被地区 ,高 原鼢鼠种群密度差异显著 (p(0.05),依 密度等级划分标准 ,可 分为高

寒草甸高密度、草原中等密度和栽培植被低密度三个等级 .

关键词 :高 原鼢鼠;种群密度 ;环境因子

动物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近代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探讨环境因子对动物种群

的作用,是保护生物学和有害生物控制的重要 内容 (April ct a1.,1988).高 原鼢 鼠

(arγ。̌ 么
`‘

zr a(`z`印氵)属仓鼠科 (Cicetidea)一 古老的地栖动物 ,掘穴而居。广泛分布于

甘肃河西走廊以南的祁连山地、甘南、四川西北部及青藏高原地区的农田、草甸和草原。

高原鼢鼠啃食植物根茎、挖掘洞穴、破坏植株生长、引起草地植被退化等生态学特征

(郑 生武 ,1980;萧 运峰等 ,1982),过去一直作为青藏高原农牧业主要有害动物进行防

治 (景 增春等 ,1991)。 但这种对农牧业存在危害性的小型啮齿动物 ,其骨骼制品具有祛

风除湿、活血镇痛之作用,被确认为替代某些珍稀、濒危大型肉食野生动物的中药一类

新药材 (索有瑞等 ,1997).为 合理利用该动物资源 ,降低其对农牧业的危害 ,作者于1985~

1995年对青海省境内高原鼢鼠的分布、种群密度、海拔高度、植被类型、年降水量、危

害 特点等方面进行 了深人调查 ,并 提 出有关 高原鼢 鼠可持续 利用的管理原则 和建

议 。

` 青海省科委和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所长皋全资助项 日 ,

本文于 1997年 11月 13日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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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概况及调查方法

1.调查地点的选取及 自然概况

综合有关高原鼢鼠的文献 ,调查地点主要选择在青海省内的海东、海北、黄南、玉

树、果洛及青海湖环湖等地区。整个调查区地处东经 95° ~103° ,北纬 32° ~39° 。东部与

甘肃、四川两省相邻 ,西部与柴达木盆地和可可西里高原接壤。本地区深居内陆,距海

洋较远 ,形成了独特的大陆性高原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5~8·C,气温地区分布差异大 ,

垂直高度变化明显,日 差大 ,年差较小。年平均降水量 200~800mm。 调查区地形具有南

北两边高 ,中 间降低的特点 ,最高海拔 6770m,最低海拔 1600m.植被类型主要为 :栽

培植被、草原、高寒草原、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等 ,植被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地带性水

平变化 ,山地植被垂直分布带谱类型因地理条件的复杂而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昆仑山系

和祁连山系分别横亘于调查区南、北两部 ,山高谷深,水利资源丰富。

2,调 查方法

国内外有关物种地理分布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多数采用随机抽样截线式调查推算法和

采访式调查法进行估计 (Bumbam cta⒈ ,1980;Davis,1982)。 本项研究根据高原鼢鼠

的生态学特点 ,调查方式采用实地调查高原鼢鼠种群数量和采访相结合。实地调查采用

土丘群计数统计法 ,同 时记录当地的植被类型、海拔高度、地下冻土条件等。调查时间

选择在每年的 9~10月 。

3.数据处理

本项研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高原鼢鼠分布的海拔高度和纬度以及种群密度和冻土厚

度的相关性测验 ,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 ,检验年降水量、冻土条件、植被类型等环境因

子对高原鼢鼠种群密度的影响。

结   果

1· 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及分布面积

本项研究在青海省内 6个州及地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共选取 287个 样方。调查区

有关高原鼢鼠的种群密度及分布面积的结果列于表 1。

高原鼢鼠一般栖息于河谷滩地、河岸阶地、山麓缓坡等地。由表 1可 知 ,青海省境

内高原鼢鼠分布的总面积达 381.93万 公顷 ,其中种群密度平均在 20.0只 /公顷以上 ,并

引起草地严重退化的面积达 127.07万公顷。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高原鼢鼠

种群密度差异极显著 (F⒌2:1=8.755,p(o.o1),从 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比较结果 (表 2)

可得 ,海北、果洛、黄南地区之间无显著差异而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海东、海南

两地区之间无显著差异;玉树与其他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上述结果 ,青海省境内

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可划分为三个等级 ,即海北、果洛、黄南地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大

于 20.0只 /公顷,是高原鼢鼠危害草地的主要地区。海东、海南地区种群密度在 10.0~
·lO2·



20,0只 /公 顷 ,是 高原鼢鼠种群分布的中等密度地区。玉树地区种群密度小于 10.0/公顷 ,

是高原鼢鼠种群分布的低密度地区。

表 1 青海省内高原田鼠的分布和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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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 同地 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差异及显著性 比较

Table 2  CoInpare the difference and signifieance of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different rc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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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原鼢鼠的分布、种群密度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青藏高原深居内陆 ,高 海拔和气候寒冷等特点 ,导 致该地区环境条件的特殊性 。高原

鼢鼠终年营地下生活 ,其主巢深度与地面垂直距离一般可达 1.0~2.Om,高 原环境的特

殊性 ,对高原鼢鼠的分布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将有关海拔高度、纬度、植被类型、年降

水量及地下冻土类型与高原鼢鼠种群密度的调查结果列于表 3。

表3 不同地区商原m鼠种群密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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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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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内,高原鼢鼠分布的最高海拔高度为 4300m,位于纬度 32° 40′ 的杂多县境内。

将高原鼢鼠分布的最高海拔与纬度的相互关系绘于图 1,由 图 1可知 ,高原鼢鼠的分布受

到海拔高度的严格限制 ,分 布的海拔高度与纬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厂=ˉ 0· 9282,p

(0.01),随纬度由南向北逐渐增大 ,高 原鼢鼠分布的最高海拔高度逐渐降低 ,纬度由南

向北每增加 1° ,高原鼢鼠分布的最高海拔高度平均降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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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 (表 4)可知 ,冻土、植被、年降水量对高原鼢鼠种群密度

存在极显著的形响 ,年降水量不同的地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 同冻土、

植被类型之间种群密度差异极显著 ,高原鼢鼠种群密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年降水

量大于 450mm,植被类型为高寒草甸的季节性冻土和岛状永久冻土地带。

相同植被类型条件下 ,多年冻土地区与季节性冻土和岛状多年冻土地区南原鼢鼠种

群密度差异极显著 (g=24,2389,g=16.2791,p(o,o1),季 节性冻土与岛状多年冻土

地区差异不显著 (g=4· 9590,夕 >0.05),高 原鼢鼠主要分布于季节性冻土和岛状多年冻

土地区。多年冻土地区,冻土层厚度与种群密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o.9088,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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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图 2).多 年冻土厚度小于 1.0m,高 原鼢鼠种群密度 10.0~15,0只 /公 顷,多

年冻土厚度为 1,0~2,Om,高 原鼢鼠种群密度少于 10,0只 /公 顷,多年冻土厚度大于

3.Om地 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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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离原”久种群密度与冻土平度的相互关系

Fi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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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 zolkor aild.the t11ickness of frozen.soil

季节性冻土和岛状多年冻土地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在南寒草甸、草原和栽培植被

等地区,也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g=8· 5409,g=17.3245,日 =7.在501,p(o.o1),依 密

度等级划分标准 (樊乃昌等 ,1988),可分为高寒草甸南密度、草原中等密度和栽培植被

低密度三个等级。有关植物组成、生物量与高原助鼠种群的关系将另作详细报道。

讨  论

(1)高原鼢鼠种群密度较高 (>20.0只 /公 顷)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过度放牧的退化草

场、弃耕荒地和海拔相对较低的浅山(半浅山等地 ,青藏高原环境的特殊性对高原鼢鼠

种群分布及密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草地植被具有良好的蓄水、隔热能力 ,是维持地下冻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过

度放牧导致草地植被退化 ,形成许多斑块状的黑土地。其结果不仅降低草地植被的生产

量 ,而且增加土壤水分的蒸发 ,降低植被的隔热能力 ,破坏地下冻土的稳定性 ,使高原

鼢鼠种群密度上升。由于高原鼢鼠本身具有较强的挖掘能力和啃食草皮层、掘土夜盖地

表植物等生态特征 ,种群密度增加 ,进一步加剧植被的退化程度 ,形成恶性循环 ,使其

在该地区生存适应性增强。大量捕杀高原鼢鼠后 ,控制该地区放牧强度 ,可促进退化草

地植被的恢复 ,达到维持地下冻土的稳定性 ,降低高原鼢鼠种群在该地区的恢复速率。

海北州 ,在地理分类上属多年冻土地区,海拔低 3200m的地区 ,属 季节冻土带 ,海

拔在 3200~3600m,为 岛状多年冻土带 ,海拔高于 3600m,属 于连续多年冻土带。高原

鼢鼠主要分布于该地区海拔低于 3600m的季节性冻土和多年岛状冻土区。草地植被退

化,可导致岛状冻土分布面积缩小、冻土层厚度减小、冻土层距地面垂直距离增大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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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该地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迅速增加。

玉树州是调查区内高原鼢鼠唯一未形成危害的地区,近年来由于草地放牧压力逐年

增大 ,囊谦地区农业活动频繁 ,多年冻土稳定性降低 ,高原鼢鼠在该地区形成危害的潜

在性增大 ,因 此慎重利用土地 ,加强草地管理 ,以 防止退化草地面积在该地区迅速扩大。

(2)青 海省境内高原鼢鼠主要分布于东经 95° 以东的高寒草甸、草原及农田等地 ,是

青海省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地区。由表 1结果看出,高原鼢鼠分布面积为 381,93万公顷 ,

引起草地退化面积达 127.02万公顷。捕杀高原鼢鼠,即 可在药材收购方面获益 ,又可减

少灭鼠的草原建设投人,但单一依靠该方式 ,尚 不能解决省内高原鼢鼠对草地的危害。从

青海省畜牧业经济发展为主的特点来看,在积极收购高原鼢鼠骨骼的同时,对省内大部

分地区仍应采取控制高原鼢鼠种群密度 ,保护草地资源。

(3)栽培植被地区,经济作物产量高 ,效益大 ,高原鼢鼠对农作物的危害,比其本

身骨骼价值大 ,因此该地区不宜保留高原鼢鼠种群 ,应积极进行捕杀和药物控制。海东

湟水川地区,由 于水资源丰富,灌溉通常作为农田作物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 ,该措施对

高原鼢鼠栖息环境有严重影响 ,使高原鼢鼠种群密度接近零值。因此 ,建立 良好的水利

设施 ,完善农田管理制度 ,是栽培植被地区降低高原鼢鼠危害的一种有效途径 .

TIIE EFFECTs or sOJM【 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POPULATION ABuNDANCE OF PLATEAU zOKOR

zhang Yanining   Fan Naichang   Wang Q.u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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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levcn years′  investigated in Qinghai province,plateau zokors,which damaged thc

grassland and coutd be used for medicinal n△ aterials,were found out the rcgions ofits distribu~

tions aIld abundance, Mean、 vhile, wc checkcd up on the effects of s。 mc cnvironn1ents on thc

distributions aIld population.dcnsitics 、″llich.includc vegetation, type of frozeIl soi1, altitude

and precipitatior1.'I′ he results、 ve obtained.arc give1】 as follo、 vs.

In Qinghai provinc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plateau zokor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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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s〈 Fs,2‘ 1==8,755,夕 (0· 01). 
·
rhis difference was related to many cnvironmcntal factors

including precipitation, vegetation, frozen soil, ‘】1tltudc and latitudc,

There is negative corrclation between the highcst altitudc of plateau zokor distribution

and latitude in different regions (r==-0,9282, 夕(0· 01) ,

ysls

of 15. .596,

F1~1=3.938).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plateau zokor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types of frozen

s。i1,density in perennial frozcn soil is n△ uch lo、 ver than that in seasonal frozen soil arld is land~

ed frozen soil(g==2犭 .2389,日 ==16.2791,p· `0.o1).IIowever,there a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

ent between seasonal and islanded frozen soil(g== 4.9590,p;)0,o1).'I′ he thickness of frozen

soil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vith the population deIlsity (r==-0.9088, p<(0.01) .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alpine rneadow, prairie′ and cultivated vegetation varied signifi~

cantly (q==8.5409,g==17.3245,g==7.⒋ 501,夕 <<0· 01).``.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damage

levcl,、 ve can regard alpine lneadow as high density region,prairie as iniddle and cultivated as

low.

Key words: Plateau zokor; Population density; Environrn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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