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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啮齿动物种群动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害鼠预测预报的基础。国内曾对大林姬鼠、子午沙鼠、大

仓鼠、布氏田鼠、黑线仓鼠、小家鼠等种群动态及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作者于 1992～1994 年 , 在延

安树木园和富县牛武林场对甘肃鼢鼠种群动态及影响因素做了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地点设在延安树木园及富县牛武林场。每年 4～9 月在油松林、刺槐林、梢林 (次生林) 等

生境中各选取 3～5 块样方 , 于每月上旬用地箭捕尽法进行数量统计。收集种群密度 ( = 总捕获个体

数/ 总样方面积) 、性比 ( = 雌性个体数/ 雄体个体数) 、成亚比 ( = 成年个体数/ (幼年个体数 + 亚成

年个体数) ) 、胎仔数和怀孕率等数据。气温、降水等气象数据由延安地区气象局资料科提供。用相关

分析法检验月平均气温、月平均降水量、种群年龄结构、性比及繁殖强度分别与密度的相关显著性 ,

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建立密度与这些因子的关系式 , F 检验分析其显著性。所有统计数据由 AST - 486

计算机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1 　种群数量与季节消长

1992～1994 年 3 年数量统计结果表明 (表 1) , 甘肃鼢鼠春季数量较低 , 尔后数量逐月上升 , 到 7

月达到全年的最高峰 , 从 8 月开始 , 其数量逐渐回落。全年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单峰型变动过

程。冬季气候条件恶化 , 植物地上部分枯死 , 造成食物条件变差 , 一些年老、体弱个体死亡导致种群

数量低。开春后 , 气候和食物条件逐渐好转 , 种群开始繁殖 , 数量逐渐回升 , 形成单峰型的季节变

动。

212 　影响种群动态的因素分析

3 年的资料分析显示 , 气温与甘肃鼢鼠种群数量间存在着强相关性 : 2～5 月气温与 4～7 月鼠密

度之间 ( r = 01883 > r 0101) 、3～7 月气温与 4～7 月鼠密度之间 ( r = 01924 > r 0101) 均存在强直线关

系。降水量对种群数量也有影响 : 1992～1993 年的数据结果分析表明 , 2～5 月降水量与 4～7 月鼠密度

间 ( r = 01924 > r 0101) 、3～6 月份降水量与 4～7 月鼠密度间 ( r = 01847 > r 0101 ) 均存在强的直线关

系 ; 但 1994 年因降水异常 , 降水量与鼠密度间相关性不显著 ( r = 01305 > r 0101) 。年龄结构也影响种

群数量的变动 : 4～8 月的成亚比与 5～9 月的鼠密度成正相关 ( r = 01807 > r 0105) 。胎仔数与种群密

度间无相关性 ( r = 01096 9 < r 0105) ; 怀孕率与种群密度间也无相关性 ( r = 01396 1 < r 0105) 。但是 ,

繁殖期内 (4～8 月) 种群的性比与其后一个月的种群密度成负相关 ( r = - 01747 8 > r 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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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甘肃鼢鼠的成亚比、性比和密度

Ta b l e 1 　The r a t i o of a du l t vs1s ub2a du l t s , s e x r a t i o a nd de ns i t y i n Ga ns u z oko r

月份
Mon t h

年份　Ye a r

1992 1993 1994

Ad1/ Sub1 Se x r a t i o De ns i t y Ad1/ Sub1 Se x r a t i o De ns i t y Ad1/ Sub1 Se x r a t i o De ns i t y

Ap r . 1114 1173 9140 1117 1174 9180 1122 1104 11111

Ma y 1119 1130 13160 1111 1145 12150 1126 1189 13105

J un . 1168 1148 15100 1178 1138 14150 1108 2125 13148

J u l . 1108 1194 15174 1168 1135 16122 1150 1150 14124

Aug . 1106 2118 13150 1133 1156 14138 1138 2113 11190

Sep . 2175 1150 12184 9100 1127 13186 1100 1178 11155

Oc t . 1150 0167 11124 1130 1156 11166 1131 1178 10155

　　注No t e : 密度 (只/ hm2) De ns i t y ( i nd1/ hm2) ; 成亚比 = 成体/ (亚成体 + 幼体) Ra t i o of a du l t
　　　　　vs 1 s ub2a du l t = a du l t / ( j uve n i l e + p up ) ; 性比 = 雌体/ 雄体 Se x r a t i o = f ema l e / ma l e

表 2 　延安地区气温和降水量

Ta b l e 2 　Temp e r a t u r e a nd r a i nf a l l i n Ya na n a r e a

年份
Ye a r

月份 Mon t h

J a n1 Fe b1 Ma r 1 Ap r 1 Ma y J une J u l y Aug1 Sep1 Oc t 1

温度
Temp e r a t u r e

1992 - 519 - 213 413 1313 1715 2019 2310 2019 1610 814

1993 - 810 - 011 417 1119 1418 2014 2115 2012 1511 815

1994 - 516 - 119 310 1117 1716 2011 2310 2210 2419 716

降水量
Ra i nf a l l

1992 010 010 2115 2216 3817 4316 5817 18015 6317 2112

1993 715 116 1017 1413 3515 5716 14714 17110 1710 7513

1994 015 718 1015 8511 1216 9712 13019 12818 3710 6119

　　综合分析表明 , 月平均气温 (X1) 、月降水量 (X2) 、种群的性比 (X3) 、种群成亚比 (X4) 等与种

群数量 ( Y) 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

　　Y= 121031 8 + 01296 2X1 + 01000 38X2 - 11768 8X3 + 0141X4 ( R = 01948 25)

经 F 检验 , Y与 X1 、X2、X3 、X4 间相关显著。但经偏回归平方和其显著性检验 , Y与 X2、X4 相关

不显著 ( F2 = 01003 0 , F4 = 01001 35) , 则剔除 X2 、X4 后的关系式为 :

　　Y= 121193 + 01302X1 - 11827X3

因 1994 年各月降水异常 , 故将该年数据剔除后 , 用 1992～1993 年数据分析 , 则有 :

　　Y= 61282 + 01305X1 + 01077X2 + 21346X3 - 21220X4 ( R = 01999 985)

经 F 检验 , Y与 X1、X2、X3 、X4 间的相关性极显著 , 再经偏回归平方和其显著性检验 , 4 个因子

的 F 值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气候正常年份 , 鼠密度与 4 个相关因子间相关性显著。在气候异常年

份 , 鼠密度仅与 X1 、X3 之间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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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影响动物种群数量变动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同鼠类及同种鼠类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 , 影响

种群数量动态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以往研究的结果表明 , 鼠类种群密度对其繁殖力影响较大 , 雌鼠

的怀孕率、胎仔数 , 雄鼠的贮精囊膨大率以及种群的性比 , 成亚比等均受密度制约。甘肃鼢鼠作为一

种营地下生活的鼠类 , 与以往研究过的地面活动鼠类有所不同 , 其种群数量变动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较

大 , 尤其是气温和降水。至于其它地下活动鼠种 , 例如高原鼢鼠的种群密度主要受土壤和食物资源的

影响 , 囊鼠的种群波动首先受食物资源的调节 , 而捕食、疾病和非密度制约因子等对其影响较小 , 这

一点从根本上讲与我们的研究基本一致。虽然 , 食物条件对甘肃鼢鼠种群数量产生影响 , 但其食物条

件直接受气候因素的影响。适量的降水可以改善鼢鼠的食物条件 ; 降水稀少 , 造成鼢鼠的食物条件恶

化 , 则间接地引起鼢鼠种群鼠类的波动。另一方面 , 降水过多或过少 , 还会直接导致甘肃鼢鼠的死亡

率增高。气温和降水与甘肃鼢鼠密度的正相关、成亚比与密度的正相关及性比与密度的负相关等是否

说明 , 气温和降水对甘肃鼢鼠的种群成亚比、性比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应 , 而最终影响其种群数量

变动 , 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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