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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对高原鼢鼠种群年龄结构
及繁殖的影响

Ξ

张堰铭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810001)

摘要 : 捕杀高原鼢鼠后 , 残鼠种群与自然种群年龄结构相比较 , 5 月差异性显著 ( X2 =

9197 , P < 0105) ; 7 月和 10 月差异极显著 ( X2 = 151134 , X2 = 151612 , P < 0101) 。5 月 , 残

鼠种群成年 Ⅰ组占最大比例 (53145 %) ; 自然种群成年 Ⅱ组占最大比例 (48144 %) 。7 月 ,

残鼠种群幼年组和亚成年组所占比例之和 ( 35106 %) 明显高于自然种群 ( 22100 %) ( P <

0105) 。10 月 , 残鼠种群近老年组和老年组所占比例之和 ( 9162 %) 明显低于自然种群

(23108 %) ( P < 0105) 。残鼠种群成年 Ⅰ组雌鼠怀孕率 ( 84162 %) 明显高于自然种群

(58133 %) ( P < 0105) ; 平均胎仔数 (3132) 也高于自然种群 (2185) , 但差异不显著 ( P >

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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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和繁殖是种群生态学研究中两个最基本的参数。两参数的变化直接决定了

种群未来数量动态特点 , 并能定量地反映出内、外生态因子对种群的影响程度。人为干

扰系指人类活动引起种群在出生、存活、空间分布等方面发生突然变化 , 最终导致种群

动态、群落演替的生态过程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捕杀动物便是人为干扰的

一种基本形式。

外界生态因子对种群的干扰作用 , 直接表现于种群各参数的变化 , 如出生率下降 ,

死亡率增加等。而干扰种群又依外界生态因子产生新的适应特征[ 1 ,2 ] 。迄今为止 , 高原

鼢鼠 (Myospa l ax ba i l ey i ) 自然种群的繁殖[ 3 ] 、年龄[ 4 ] 、挖掘觅食策略[ 5 ]等已有较系

统的研究。对捕杀后种群年龄结构、数量动态[ 6 ] 、繁殖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因此 , 难于准确预测种群的时空动态 , 从而影响草地鼠害控制和动物资源合理利用管理

决策目标的制定。

本研究通过对比高原鼢鼠自然种群和捕杀后残鼠种群年龄结构、繁殖等参数的差异

性和季节变化特点 , 力图阐明捕杀对其种群生态学特征的影响以及与数量变动的关系 ,

为建立种群优化管理决策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本项研究于 1995 年 5 月～1996 年 10 月在青海省门源县马场地区进行。有关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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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自然概况已有报道[ 7 ] 。试验样地面积约为 350 hm2 , 植被类型为矮嵩草 ( Kobr es i a

humi l i s ) 草甸。根据试验处理将样地划分为 A、B 两区。A 区 , 面积约 200 hm2 。1995

年 5～7 月 , 采用地箭法和弓形踩夹法捕杀高原鼢鼠 ; B 区 , 面积约 150 hm2 , 高原鼢鼠

种群保持自然状态。A、B 两区相隔 100 m, 间隔带中央为一条宽约 10 m的公路。两区均

为冬春放牧草场 , 放牧强度分别为 3145 只/ hm2 , 3160 只/ hm2 。两区内分别设置固定样

方 10 个 , 样方大小为 0125 hm2 (π×28122 m2) , 每年 5 月和 10 月统计样方内鼢鼠土丘

数 , 采用土丘系数法折算出单位面积内高原鼢鼠的绝对数量。1996 年 5～10 月 , 在A、

B 两区共捕获高原鼢鼠 470 只 (其中雄鼠 184 只 , 雌鼠 286 只) 。所有标本经过体重、

体长等测量 , 然后解剖 , 确定性别 , 检查繁殖状况 , 取头骨风干后供年龄鉴定之用。年

龄组的划分按头骨顶嵴间宽度[ 4 ] , 将高原鼢鼠种群分为 6 个年龄组 : 幼年组、亚成年

组、成年 Ⅰ组、成年 Ⅱ组、近老年组和老年组。

2 　结果

211 　种群数量

由于 7 月份鼢鼠种群数量与土丘数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 8 ] , 夹捕率也与种群数量不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所以本研究仅对 5 月和 10 月份种群数量进行统计 (表 1) , 对比

分析A、B 两区种群的数量变动特点。
表 1 　A、B 试验区高原鼢鼠的种群密度

Tabl e 1 　The popul a t i on dens i t i es of p l a t eau zokor i n p l ot A and B

种群密度 (只/ hm2) Popul a t i on dens i t y ( i nd1/ hm2)

年
Yea r

月
Mont h

A区
Pl ot A

B 区
Pl ot B

t 测验
t2t es t

1995 5
10

9163 ±1192 3

3132 ±0151
10114 ±2105
14118 ±2134

t = 01181 6
t = 41535 4

1996 5
10

2128 ±0133
4101 ±0185

11176 ±2113
17177 ±2146

t = 41398 3
t = 51286 8

　　　　　3 捕杀前种群密度 Popul a t i on dens i t y bef or e r emova l

捕杀前 , A、B 两区高原鼢鼠种群密度无显著的差异 ( P > 0105) , 捕杀后当年 10

月 , A 区种群密度极显著低于B 区 ( P < 0101) , 说明 1995 年 5～7 月捕杀高原鼢鼠对A

区种群产生了极其显著的影响 , 导致A 区与 B 区种群密度在 1996 年间仍存在极显著性

差异 ( P < 0101) 。

212 　年龄组成

每年 5 月、7 月和 10 月分别为高原鼢鼠种群交配妊娠、哺乳育幼和贮草等行为活

动的主要时期 , A、B 两区各时期种群年龄组成 (表 2) , 经 X2 检验 , 5 月差异显著 ( X2

= 9197 , df = 3 , P < 0105 ) , 7 月和 10 月差异极显著 ( X2 = 151134 , df = 5 ; X2 =

151612 , df = 5 , P < 0101) 。5 月 , A 区种群中占最大比例的是成年 Ⅰ组 ( 53145 %) ,

而B 区该年龄组所占比例仅为 (29169 %) , 二者差异极显著 ( t = 3130 , P < 0101) ; B

区成年 Ⅱ组占种群最大比例 (48144 %) , 显著高于 A 区 (34148 %) ( t = 21407 , P <

0105) ; A 区近老年组与老年组比例之和占种群的 12107 % , 与 B 区 (21188 %) 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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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性差异 ( t = 21475 , P < 0105) 。7 月 , A 区当年出生的幼年组与亚成年组所占比

例之和 (35106 %) 显著高于B 区 (22100 %) ( t = 21480 , P < 0105) ; 成年 Ⅰ组较 5 月

极显著下降 ( t = 31418 , p < 0101) , 但仍显著高于 B 区 ( t = 11970 , P < 0105) ; 该期

A、B 两区占种群最大比例的均为成年 Ⅱ组 (31117 % , 42100 %) , 两者差异不显著 ( t

= 11246 , P > 0105 ) ; A 区近老年组和老年组百分比总和 (512 %) 低于 5 月 ( t =

11935 , P > 0105) , 极显著低于同期B 区 (22100 %) ( t = 21867 , P < 0101) 。10 月 , A、

B 两区幼年组比例较 7 月显著下降 ( tA = 21015 , tB = 21008 , P < 0105) , 亚成年组之
表 2 　A、B 两区高原鼢鼠种群的年龄组成

Tabl e 2 　The age s t r uc t ur e of p l a t eau zokor popul a t i on i n p l ot A and B

时间
Time

年龄组
Age c l as s

A区 Pl ot A

样本数
Tot a l

雄性个体数
M1i nd1

雌性个体数
F1i nd1

B 区 Pl ot B

样本数
Tot a l

雄性个体数
M1i nd1

雌性个体数
F1i nd1

成年 I 组
Adul t I

62 (53145) 23 (19183) 39 (33162) 19 (29169) 7 (10194) 12 (18175)

5 月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40 (34148) 11 ( 9148) 29 (25100) 31 (48144) 10 (15163) 21 (32181)

May 近老年组
Ol de r s

11 ( 9148) 9 ( 9148) 2 ( 1172) 10 (15163) 6 ( 9138) 4 (6125)

老年组
Ol des t s

3 ( 2159) 1 ( 0186) 2 ( 1172) 4 ( 6125) 2 ( 3113) 2 ( 3113)

幼年组
J uveni l e

4 ( 5119) 2 ( 2160) 2 ( 2160) 6 (12100) 4 ( 8100) 2 ( 4100)

亚成年组
Subadul t

23 (29187) 12 (15158) 11 (14129) 5 (10100) 2 ( 4100) 3 ( 6100)

7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22 (28157) 6 ( 7179) 16 (20178) 7 (14100) 2 ( 4100) 5 (10100)

J ul y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24 (31117) 8 (10139) 16 (20178) 21 (42100) 8 (16100) 13 (26100)

近老年组
Ol de r s

2 ( 2160) 0 (0) 2 ( 2160) 7 (14100) 2 ( 4100) 5 (10100)

老年组
Ol des t s

2 ( 2160) 1 ( 1130) 1 ( 1130) 4 ( 8100) 1 ( 2100) 3 ( 6100)

幼年组
J uveni l e

1 ( 0190) 1 ( 0190) 0 (0) 1 ( 1192) 0 (0) 1 ( 1192)

亚成年组
Subadul t

17 (15132) 4 ( 3161) 13 (11171) 5 ( 9162) 3 ( 5177) 2 ( 3185)

10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57 (51135) 26 (23142) 31 (27193) 12 (23110) 5 ( 9162) 7 (13146)

Oc t obe r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30 (27103) 9 ( 8111) 21 (18192) 22 (42131) 10 (19123) 12 (23106)

近老年组
Ol de r s

4 ( 3160) 2 ( 1180) 2 ( 1180) 9 (17131) 6 (11154) 3 ( 5177)

老年组Ⅲ
Ol des t s

2 ( 1180) 0 (0) 2 ( 1180) 3 ( 5177) 1 ( 1192) 2 ( 3185)

间差异不显著 ( t = 01993 , P > 0105 ) ; A 区成年 Ⅰ组重新占据种群的最大比例

(51135 %) , 且极显著高于B 区 (23110 %) ( t = 31404 , P < 0101) ; B 区成年 Ⅱ组仍占

种群的最大比例 ( 42131 %) , 并再次与 A 区 (23103 %)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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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1 , P < 0105) ; A 区近老年组和老年组的百分比之和 (9162 %) 较 7 月略有增加 ,

但仍显著低于B 区 (23108 %) ( t = 21564 , P < 0105) 。

213 　体重和体长

高原鼢鼠的体重 (表 3) 和体长 (表 4) 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A、B 两区同年龄组

的体重、体长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 各年龄组雄性体重、体长均大于雌性。雄性

体重、体长与年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P < 0105) , 而雌性相关性不显著 ( P >

0105) 。
表 3 　A、B 两区高原鼢鼠的体重 (克)

Tabl e 3 　The body we i ght of p l a t eau zokor i n p l ot A and B (g)

时间
Time

年龄组
Age c l as s

性别
Sex

A区 Pl ot A

样本数
Numbe r

均值
M士 SE

B 区 Pl ot B

样本数
Numbe r

均值
M士 SE

t 测验
t2t es t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23
39

282117 ±9184
214151 ±3173

7
12

268171 ±10111
223158 ±7110

P > 0105
P > 0105

5 月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11
29

314109 ±4183
226121 ±3170

10
21

308180 ±3187
220157 ±6156

P > 0105
P > 0105

May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9
2

329144 ±10162
219100 ±9100

6
4

317117 ±19188
227175 ±17122

P > 0105

老年组
Ol des t s

♂
♀

1
2

430100 ±0100
222150 ±32150

2
2

388100 ±53100
242100 ±8100

幼年组
J uveni l e

♂
♀

2
2

180100 ±5100
126100 ±16100

4
2

154125 ±14158
128100 ±18100

亚成年组
Subadul t

♂
♀

12
11

235108 ±8133
182118 ±6170

2
3

237150 ±7150
161167 ±6101

7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6
16

317138 ±16134
212175 ±6172

2
5

296100 ±57150
213150 ±14154 P > 0105

J ul y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8
16

340138 ±13132
226181 ±7139

8
13

320113 ±11161
223192 ±4172

P > 0105
P > 0105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0
2 236100 ±4100

2
5

371150 ±48150
232140 ±4166

老年组
Ol des t s

♂
♀

1
1

410100 ±0100
230100 ±0100

1
3

388100 ±0100
235100 ±11157

幼年组
J uveni l e

♂
♀

1
0

225100 ±0100 0
1 165100 ±0188

亚成年组
Subadul t

♂
♀

4
13

257100 ±4179
183162 ±4107

3
2

255100 ±16107
180100 ±5100

10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26
31

298108 ±9196
205116 ±4176

5
7

311100 ±14109
212114 ±7106

P > 0105
P > 0105

Oc t obe r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9
21

349144 ±14103
227110 ±3194

10
12

352140 ±24124
215133 ±8197

P > 0105
P > 0105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2
2

362150 ±2150
213100 ±3100

6
3

380183 ±15162
221100 ±3106

老年组
Ol des t s

♂
♀

0
2 212150 ±22150

1
2

390100 ±0100
220100 ±15100

214 　性比、怀孕率、胎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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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成年 Ⅰ组雌鼠怀孕率显著高于B 区 ( t = 21145 6 , P < 0105) (表 5) , 成年 Ⅱ组

怀孕率高于B 区 ( P > 0105) , A、B 两区老年组均不参加繁殖。A 区平均胎仔数高于 B

区 , 但差异同样不显著 ( P > 0105) 。

A、B 两区种群性比 (表 6) 不同月份变化略有差异 , 5 月和 7 月两区均为雌性显著

高于雄性 ( P < 0105) 。10 月 , B 区性比差异不显著 ( P > 0105) , 而 A 区雌性仍显著高

于雄性 ( P < 0105) 。
表 4 　A、B 两区高原鼢鼠的体长 (mm)

Tabl e 4 　The body l engt h of p l a t eau zokor i n p l ot A and B (mm)

时间
Time

年龄组
Age c l as s

性别
Sex1

A区 Pl ot A

样本数
Numbe r

均值
M士 SE

B 区 Pl ot B

样本数
Numbe r

均值
M士 SE

t 测验
t2t es t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23
39

20114 ±213
18515 ±111

7
12

19912 ±215
19011 ±211

P > 0105
P > 0105

5 月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11
29

20718 ±215
18514 ±112

10
21

20714 ±214
18515 ±118

P > 0105
P > 0105

May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9
2

21719 ±313
19410 ±410

6
4

21015 ±114
18715 ±215

P > 0105

老年组
Ol des t s

♂
♀

1
2

23010 ±010
19010 ±510

2
2

21315 ±815
19315 ±315

幼年组
J uveni l e

♂
♀

2
2

17715 ±510
15110 ±610

4
2

16815 ±818
14215 ±715

亚成年组
Subadul t

♂
♀

12
11

18819 ±415
17519 ±311

2
3

19113 ±410
16010 ±510

7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6
16

20412 ±410
18313 ±410

2
5

20110 ±410
18614 ±419 P > 0105

J ul y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8
16

20813 ±217
19018 ±218

8
3

20415 ±510
19015 ±214

P > 0105
P > 0105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0
2 19610 ±110

2
5

21115 ±115
19912 ±510

老年组
Ol des t s

♂
♀

1
1

21710 ±010
20010 ±010

1
3

21510 ±010
19614 ±315

幼年组
J uveni l e

♂
♀

1
0

18210 ±010 0
1 17410 ±010

亚成年组
Subadul t

♂
♀

4
13

19515 ±211
18219 ±119

3
2

19514 ±216
18310 ±810

10 月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
♀

26
31

20913 ±119
18918 ±115

5
7

20610 ±413
19214 ±218

P > 0105
P > 0105

Oc t obe r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
♀

9
21

21511 ±413
19116 ±118

10
12

21818 ±411
19011 ±410

P > 0105
P > 0105

近老年组
Ol de r s

♂
♀

2
2

21810 ±410
18910 ±310

6
3

22014 ±217
19113 ±211

老年组
Ol des t s

♂
♀

0
2 19510 ±1710

1
2

22810 ±010
19215 ±810

802　　　　　　　　　　　　　　　　　　　　　　　　　兽 　类 　学 　报 　　　　　　　　　　　　　　　　19 卷



表 5 　A、B 两区高原鼢鼠雌体的怀孕率和胎仔数

Tabl e 5 　The p r egnancy r a t e and l i t t e r s i ze of f ema l e p l a t eau zokor i n p l ot A and B

年龄组
Age c l as s

A区 Pl ot A

雌性个体数
F1i nd1

怀孕个体数
Pr egnant

i nd1

怀孕率
Pr egnant

r a t e ( %)

胎仔数
l i t t e r
s i ze

B 区 Pl ot B

雌性个体数
F1i nd1

怀孕个体数
Pr egnant

i nd1

怀孕率
Pr egnant

r a t e ( %)

胎仔数
l i t t e r
s i ze

成年Ⅰ组
Adul t Ⅰ 39 33 84162 3115 ±0120 12 7 58133 2155 ±0137

成年Ⅱ组
Adul t Ⅱ 29 24 82176 3158 ±0123 21 17 80195 3108 ±0131

近老年组
Ol de r s

2 2 100100 3100 ±0100 4 2 50100 3100 ±0100

老年组
Ol des t s

2 0 0 2 0 0

表 6 　A、B 两区高原鼢鼠种群的性比

Tabl e 6 　The s ex r adi o of p l a t eau zokor popul a t i on i n p l ot A and B

时间
Time

A区 Pl ot A

雄性数
M1i nd

雌性数
F1i nd

性比
Sex r a t i o

X2 测验
X22t es t

B 区 Pl ot B

雄性数
M1i nd

雌性数
F1i nd

性比
Sex r a t i o

X2 测验
X22t es t

5 月
May

44 72 1∶11636 P < 0105 25 39 1∶11560 P < 0105

7 月
J ul y

29 48 1∶11655 P < 0105 19 31 1∶11632 P < 0105

10 月
Oc t obe r

42 69 1∶11643 P < 0105 25 27 1∶11080 P > 0105

3 　讨论

外界生态因子的干扰作用是引起种群生活史特征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 9 ,10 ] 。通过

对上述资料的统计分析 , 干扰种群和自然种群的生态学特征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

别。

不同季节中 , 自然种群年龄结构相对稳定 , 种群中占最大比例的始终是成年Ⅱ组 ,

近老年组与老年组的比例之和通常占种群的 20 %左右。7 月幼年组、亚成年组的出现 ,

仅使成年Ⅰ组在种群中的比例有较大的改变。7 月幼年组、亚成年组占有的比例之和与

10 月比较显著下降 , 10 月成年 Ⅰ组比例较 7 月有所增加 , 但差异不显著 ( t = 11180 1 ,

P > 0105) , 也就是说随着幼年组、亚成年组在种群中所占比例下降 , 成年 Ⅰ组所占比

例并未显著提高 , 就这一点至少说明 , 自然种群中亚成体的存活率并不高 , 因此 , 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种群数量的增长。捕杀干扰后 , 残鼠种群不同时期成年组和老年组在种

群中所占比例变动幅度大 , 5 月和 10 月 , 成年 Ⅰ组在种群中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各

年龄组 , 近老年组和老年组比例显著低于同期的自然种群 , 7 月和 10 月 , 幼年组、亚

成年组的出现 , 改变了原种群各年龄组在种群中所占比例的排序 , 幼年组和亚成年组在

种群中的比例高于同期的自然种群 , 幼年组 + 亚成年组 + 成年 Ⅰ组的比例分别为

63163 %和 67157 % , 而同时期自然种群仅为 36100 %和 34167 % , 这些数据直接说明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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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虽然降低了高原鼢鼠的种群数量 , 同时也引起种群年龄结构的年轻化。

食物[ 11 ,12 ] 、景观[ 13 ]以及种群密度[ 14 ]等生态因子对地面活动的植食性小哺乳动物

在体重、体型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对高原鼢鼠干扰种群和自然种群的显著性测

验结果表明 , 捕杀作用没有引起两个种群体重和体长的变化。对此结果 , 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作一些推断性解释。11 高寒地区 , 植株矮小 , 地上生物量相对贫乏 , 地下生物量

通常为地上生物量的 3～5 倍 , 高原鼢鼠是以觅食地下植物根、茎为主的杂食性动物 ,

相对丰富的地下生物量 , 为其提供了丰足的食物资源 , 因此 , 一定数量范围内的高原鼢

鼠 , 可能不存在食物紧张现象。21 体重、体长与挖掘活动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 高原

鼢鼠地下觅食主要依靠挖掘来完成 , 体型与其挖掘效率之间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 , 改

变体重、体长最直接的效果是改变自身的体形 , 导致挖掘效率发生变化 , 从而影响其觅

食活动。31 洞道系统是高原鼢鼠进行各种行为活动的重要场所 , 同时也是其抵御天敌

捕食的防卫系统。洞道直径的大小既要保证适合于自身活动 , 更重要的是应保证一些天

敌动物如香鼬、艾虎等不能随意地进入。自身体形的改变 , 势必造成洞道直径的改变 ,

增大天敌动物侵入的危险。因此 , 高原鼢鼠个体体重、体长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 是其在

适应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雌性繁殖力的变化是决定种群数量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年Ⅱ组在种群的繁殖过

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种群在数量恢复阶段成年Ⅱ组、近老年组相对提高怀孕率和胎仔

数 , 但提高的程度毕竟有限。种群恢复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显著提高成年Ⅰ组的怀孕

率和胎仔数。成年Ⅰ组相对年轻 , 在自然种群中有一部分常作为繁殖潜力。而在干扰种

群中 , 成年 Ⅰ组所占比例及雌体怀孕率显著高于自然种群 , 而且平均胎仔数也有所提

高。因此 , 干扰种群适应低密度特点是充分开发成年Ⅰ组的繁殖潜力 , 促进种群数量在

较短时期内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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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MOVAL ON AGE STRUCTURE AND REPRDUCTION

OF PLATEAU ZOKOR POPULATION IN ALPINEMEADOW

ZHANG Yanmi ng
( Nor t hwes t Pl a t eau I ns t i t ut e of Bi ol ogy , t he Chi nes e Academy of Sc i ences , Xi ni ng , 810001)

Abs t r ac t : Two popul a t i ons of p l a t eau zokor one was r emoved pa r t and ano t he r was

no t i n a l p i ne meadow we r e s t ud i ed by compa r i s on i n Ha i be i , Qi ngha i p r ov i nce f r om

May 1995 t o Oc t obe r 1996 . The na t u r a l popu l a t i on dens i t y was s i gn i f i can t l y h i ghe r

t han t ha t of r emnan tπs . 470 zokor s we r e cap t u r ed f r om two popul a t i ons i n 1996 .

The r e was s i gn i f i can t d i f f e r ence i n a ge s t r uc t u r e be tween two popu l a t i on i n May

( X2 = 9197 , P < 0105) , mor eove r , s t r ong l y s i gn i f i can t d i f f e r ence i n J u l y and Oc t o2
be r , r espec t i ve l y ( X2 = 151134 , X2 = 151612 , P < 0101) .

Adu l t I of r emnan t i n May occup i ed 53145 % was s t r ong l y h i ghe r t han t ha t of

na t u r a lπs t ha t occup i ed 29169 %. Howeve r , Adul t I I of r emnan t on l y occup i ed

34148 % was l owe r t han t ha t of na t u r a lπs ( 48144 %) i n s ame pe r i od. Age c l as s es of

na t u r a l popu l a t i on we r e r e l a t i ve l y s t ab l e i n d i f f e r en t s eas on , bu t r emnan tπs we r e

no t . The t o t a l of J uven i l e and Subadu l t i n r emnan t occup i ed 35106 % was h i ghe r

t han t ha t i n na t u r a l (22100 %) i n J u l y.

The r e was s i gn i f i can t d i f f e r ence i n a ge s t r uc t u r e be tween two popu l a t i ons i n

Oc t obe r. Adul t of r emnan t occup i ed 51135 % was s i gn i f i c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wi t h

na t u r a lπs (23101 %) , Ol de r s and Ol des t s on l y occup i ed 9162 % was s i gn i f i can t l ow2
e r t han t ha t of na t u r a lπs (23108 %) .

The body l eng t h and we i gh t i n a l l age c l as s es we r e no t s i gn i f i can t l y d i f f e r2
ent . Bu t , t he body we i gh t of ma l e s howed s i gn i f i can t l y pos i t i ve cor r e l a t i on wi t h

age c l as s .

The f ema l e p r egnancy r a t e of adu l t I of r emnan t popu l a t i on was h i ghe r t han t ha t

of na t u r a lπs , t he l i t t e r s i ze of r emnan t popu l a t i on was 3132 , t ha t of na t u r a lπs was

2185 . The s i gn i f i can t d i f f e r ence was no t f ound.

Key wor ds : Pl a t eau zokor (Myospa l ax ba i l ey i ) ; Age s t r uc t u r e ; Rep r oduc 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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