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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田鼠 ( Microtus oeconomus) 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小型哺乳动物 [1 ] , 在海北高寒草甸地区 , 根田鼠

是优势小型啮齿动物之一 , 主要分布于植被较好的草甸和灌丛中 , 有关其自然以及实验状态下种群数

量动态的研究相对较多 [2～6 ] , 但是对该地区冬季恶劣自然条件下 , 其种群动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研

究冬季根田鼠种群特征的变化有助于对其整个生活史过程的全面理解 , 也便于了解冬季恶劣气候条件

对其越冬留存率的影响进而又是如何影响翌年的种群数量。为此 , 作者于 2000 年 10 月和 12 月在海北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对根田鼠种群进行野外调查 , 通过比较前后两个时段的种群变化来探讨

连续降雪导致的低温对根田鼠种群特征的可能影响。

1 　研究样地和方法

该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37°29′～ 37°49′N , 101°12′～ 101°33′E) 进行 ,

该地区的自然状况、植被和土壤结构已有报道 [7 ] 。在海北高寒草甸地区 , 根据不同放牧强度选取两块

样地 (30 m ×30 m) , 分别为重度放牧草甸 ( High grazing meadow , HGM) 和轻度放牧草甸 (Low grazing

meadow , LGM) , 样地外用刺丝围栏。两实验样地之间有一条河相隔。采用标志重捕法 , 以新鲜的胡萝

卜作饵料 , 对两个实验样地进行了大雪前后根田鼠种群的野外调查 , 在两块实验样地内分别按方格布

笼 , 各放笼 16 个 , 笼间距为 8～10 m。诱捕期很短时 , 开放种群可以被认为是封闭种群[8 ,9 ] , 所以每

月每样地诱捕 3 天为一个诱捕期 , 10 月份 , 每天 08 : 00 打开鼠笼 , 黄昏时关闭 , 12 月份 , 则每天 10 :

30 打开鼠笼 , 15 : 00 左右关闭。为防止由于低温造成根田鼠个体的死亡 , 诱捕期内 , 每天检查 2～4

次 , 并对首次捕获个体采用耳标法或断趾法进行标记 , 称重、判断性别、记录捕获地点后 , 立即在原

捕获点释放。

Schnabel 法是一种应用多次标记、多次重捕的方法 , 种群数量估计也较准确 , 运用此方法对统计

数据进行处理 , 计算其种群密度 [10 ] 。具体公式为 : N =Σ ( ni M2
i) /Σ ( Mimi ) 。式中 N 为实验动物种

群大小估计量 , ni为在第 i 次取样时捕获或取样动物的总数 , Mi为在第 i 次取样时种群中已标记动物

总数 , mi为在第 i 次取样捕获动物中已标记动物的总数。以标记根田鼠中雄、雌性个体的数量之比来

表示性比 ; 留存率则以 12 月捕获根田鼠中已标记个体的数量/ 10 月份标记根田鼠的数量来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1 　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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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个样地中所捕获根田鼠的统计数量 , 采用 Schnabel 法计算根田鼠的种群密度 (表 1) , 结果

表明在 HGM样地中根田鼠 10 月份的种群密度为 256 (只/ hm2) , 12 月份的种群密度为 122 (只/ hm2) ,

而 10 月、12 月间根田鼠种群密度的差异很小 ( F = 01239 9 , P > 011) ; LGM 样地中根田鼠 10 月份的

种群密度为 356 (只/ hm2) , 12 月份的种群密度为 200 (只/ hm2) , 根田鼠种群密度在 10、12 月间的差

异也很小 ( F = 01152 , P > 011) (图 1) 。然而综合考虑 HGM 和 LGM 两块样地 , 由图 1 可知 , 由于受

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 , 与 10 月份相比 , 根田鼠的种群密度在 12 月份急剧下降 , 达到显著水平 ( F =

173176 , R2 = 01996 , P < 0105) 。虽然不同处理 HGM 和 LGM 之间根田鼠种群密度的差异较大 , 但尚未

达到显著水平 ( F = 173176 , R2 = 01996 , P = 01078) 。同时 , 10 月份不同处理 HGM与LGM根田鼠种群

密度之间存在很小差异 ( F = 01053 6 , P > 011) , 12 月份 HGM 与 LGM 之间种群密度的差异也很不明

显 ( F = 01115 9 , P > 011) 。

表 1 　Schnabel 法计算根田鼠种群密度的相关指标

Table 1 　Correlative indexes of root vole population density calculated by Schnabel method

指标 Index
HGM

10 月 Oct . 12 月 Dec.

LGM

10 月 Oct . 12 月 Dec.

1/ N 的方差 010674 01005625 012115014 010526786

1/ N variation

1/ N 的标准误 010028582 010068839 01047441 010027028

1/ N SE

自由度 5 5 5 5

df

图 1 　不同月份不同处理样地内根田鼠的

　　　种群密度

Fig1 1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root vol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months

ø 重牧草甸 High grazing meadow

■轻牧草甸Low grazing meadow

212 　性比

随着该地区根田鼠种群数量的变化 , 其性比也发生

了变化 , HGM样地上 10 月根田鼠的性比为 11667 , 12 月

为 11135 , 两个月之间性比的差异不显著 ( F = 01011 5 <

F0105 , P > 011) ; LGM 样地上 10 月根田鼠的性比为

21417 , 12 月为 0168 , 两个月之间性比的差异也不显著

( F = 01000 4 < F0105 , P > 011) (图 2) 。10 月份两样地之

间性比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 F = 41949 < F0105 , P >

011) ; 12 月两样地之间性比的差异也很小 ( F = 01169 <

F0105 , P > 011) 。一场大雪之后 , HGM和 LGM样地上根

田鼠的性比都有变小的趋势 , 尤其是 HGM 更为明显 ,

其斜率为 - 01849 , 而 LGM 的斜率仅为 - 01266 , 但在整

体水平上 , 两个月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 F = 3155 <

F0105 , R2 = 01783 , P > 011) 。而且 , 在不同处理 HGM和

LGM之间根田鼠性比的差异也不显著 ( F = 0106 < F0105 , R2 = 0178 , P > 011) 。

213 　留存率

10 月份 , 在 HGM和 LGM两个样地上分别标记 20 只 (雄性 14 只 , 雌性 6 只) 与 25 只 (雄性 18

只 , 雌性 7 只) 根田鼠 , 而 12 月在两个实验样地上捕获的已标记的根田鼠的数量分别为 8 只 (雄性、

雌性各 4 只) 和 12 只 (雄性 5 只 , 雌性 7 只) 。

大雪之后 , HGM样地上根田鼠的留存率为 40 % , 其中雄性的留存率为 2816 % , 雌性的留存率为

6617 % ; 而 LGM样地上根田鼠的留存率为 48 % , 其中雄性的留存率为 2718 % , 雌性的留存率为

100 %。HGM和 LGM样地中根田鼠的种群留存率区别不大 ( P > 011) 。两个样地上根田鼠总的平均留

存率为 4414 % , 而雌雄性的总的平均留存率分别为 83135 %和 2812 % , 两者之间的差异尚未达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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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月份不同处理样地内根田鼠的性比

Fig1 2 　Sex ratio of root vol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months

●HGM样地中根田鼠的性比

　Sex ratio of root vole in HGM

■LGM样地中根田鼠的性比

　Sex ratio of root vole in LGM

水平 ( F = 10197 , R2 = 01845 7 , P > 0108) 。
3 　结论

311 　连续降雪对高寒草甸地区根田鼠的种群密度影响很

大 ( P < 0105) , HGM、LGM样地上根田鼠的种群密度都

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312 　高寒草甸地区根田鼠的性比对连续降雪响应不明

显。雪前雪后 HGM和 LGM 样地根田鼠性比差异并不显

著 ( P > 011 , HGM; P > 011 , LGM) 。

313 　连续降雪对高寒草甸地区根田鼠的种群留存率影响

不大。HGM和 LGM 样地中根田鼠的种群留存率区别不

大 ( P > 011) 。两个样地 HGM和 LGM上根田鼠雌雄性总

的平均留存率分别为 83135 %和 2812 % , 两者之间的差

异尚未达到显著水平 ( P > 0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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