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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对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的鼠类群落进

行了调查，采用样线铗捕法，共捕获鼠类 (*( 只，隶属于 ( 科 ( 属 $ 种。用种类（1）、多样性指数（2+）、均

匀性指数（3）、优势度（4）等 $ 个指标对灌木林、园林、沙地、废弃耕地、农田等 ) 种不同生境类型的鼠类

群落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结果发现，不同生境类型的鼠类群落在群落组成、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

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废弃耕地多样性和均匀性最高而优势度最低；园林多样性最低，农田均匀性

最低，灌木林优势度最高。红尾沙鼠（5%*#($%& ,#607)&）和子午沙鼠（5 , 8%*#9#+$)&）分别占以上 ) 种类型

鼠类群落总生物量的 )-.)/ 和 (*.)/，可以确定为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鼠类群落的优势

种。

关键词：鼠类群落；多样性；均匀性；优势度；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中图分类号：0-)’ 文献标识码：1 文章编号："!)"2(!#(（!""#）"!2%%#2")

!"#"$%&’ () !(*")+’# ,(--.)/+0 1+%.&+.%" /) 2.%3$)
4"#"%+ 5(+$)/&$6 7$%*") $)* 1.%%(.)*/)8 9%"$#

345647 895:;47 1<=>?>@ 1<69A46>5
（:#$;#+$/ <$&=#=)=% (- >%(/*+?"0 +$9 37(,(/0，!"#$%&% @7+9%80 (- 17#%$7%&，A*)8B# ’(""%%，!"#$+）

9:#+%$&+：BCDC45E; F7 5F6C7@’D EF??97>@G D@59E@95C H4D EF769E@C6 >7 895I47 JCDC5@ KF@47>E4= L456C7 FM N;>7CDC
1E46C?G FM OE>C7ECD 476 D955F976>7: 45C4D M5F? 1I5>= %) @F P97C ( >7 !"").1 @F@4= FM (*( >76>Q>694=D <C=F7:C6 @F $
DICE>CD，5%*#($%& ,#607)&，5 , 8%*#9#+$)&，3)7"(*%)=%& $+&( 476 5)& 8)&7),)&，HC5C @54IIC6 >7 D;59<，M59>@ :456C7，

6CDC5@，4<476F7C6 M45? =476 476 M45? =476, 8;C @F@4= E4I@95C 54@C H4D %$.-/ , NF??97>@G D@59E@95C FM 5F6C7@ H4D
D>:7>M>E47@ 6>MMC5C7EC <C@HCC7 C4E; ;4<>@4@；EF?I45>DF7 H4D ?46C F7 DICE>CD 5>E;7CDD（1），O;477F7 476 O>?IDF7 >76CR

（2+），CQC77CDD（3）476 6F?>747EC（4）<C@HCC7 C4E; ;4<>@4@ @GICD, S4<>@4@ FM 4<476F7C6 M45?=476 :F@ @;C ;>:;CD@
6>QC5D>@G 476 CQC77CDD，@;C =FHCD@ 6F?>747EC >7 @;C M>QC ;4<>@4@ @GICD；H;>=C，D;59<，:456C7 476 M45? =476 ;46 @;C
=FHCD@ 6>QC5D>@G，=FHCD@ CQC77CDD，476 @;C ;>:;CD@ 6F?>747EC 5CDICE@>QC=G, 5%*#($%& ,#607)& 476 5 , 8%*#9#+$)&
EF7@5><9@C6 5CDICE@>QC=G )-.)/ 476 (*.)/ @F @;C @F@4= <>F?4DD FM @;C 5F6C7@ EF??97>@G，476 @;CG HC5C @;C @HF
6F?>747@ DICE>CD >7 @;C D@96>C6 45C4,
;"0 <(%*#：BF6C7@ EF??97>@G；J>QC5D>@G；TQC77CDD；JF?>747EC；895I47 JCDC5@ KF@47>E4= L456C7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项目和学科前沿项目（UF, VWNX2XP"!2"$）；

第一作者介绍 买尔旦·吐尔干，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动物生态学；T2?4>=：?4>C5647Y?4>=D, :9E4D, 4E, E7。

收稿日期：!"")2"’2"’，修回日期：

!!!!!!!!!!!!!!!!!!!!!!!!!!!!!!!!!!!!!!!!!!!!!!!!!!!!!!!!!!

!""#2"%2!!



群落（!"#$#%&#’"’ #( !"#)"$ $#**+&"),）是指在

特定时间内聚集在一定地域或生境中的所有生

物种群的集合［-］，而群落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主

要目的是描述各类生态群落的结构，并对它们

进行比较，以确定群落在组成和结构上的格局

及形成这些格局的原因和过程［.］。鼠类群落结

构及其成因是引起国内外生态学家们感兴趣的

问题之一，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群落结构方

面。我国早期鼠类群落生态学研究中，夏武平

先生于 ./ 世纪 0/ 年代研究了草原啮齿动物的

一些生态问题，并指出啮齿类在草原生物群落

划分和草原能量转换上的重要意义［1］。自 ./
世纪 2/ 年代后期，鼠类群落的研究主要以揭示

群落形成的机制为目标，探讨最多的是竞争、共

存以及捕食风险作用等机制。在这方面，3(#4&
等在北美荒漠啮齿动物的群落研究中，通过去

除某些主要鼠种及添加食物的方法，指出种间

竞争所引起的能量在群落不同物种间的分配模

式在决定该地区啮齿动物群落结构形成中起了

主要作用［5］。阿布力米提·阿布都卡迪尔等在

研究阜康生态站鼠类群落时发现各种鼠类在活

动时间上有差异，这种差异为荒漠鼠类的共存

提供了便利条件［6］；邵明勤等对准噶尔荒漠鼠

类群落结构及其栖息环境进行了研究，认为鼠

类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是随着微生境、气候、植

被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0］。国内关于荒漠啮齿

动物的近期报道中，靳新霞、张大铭等指出生境

差异、植被覆盖度和人为干扰强度对鼠类群落

多样性有一定的影响［7］。

本文研究地点选在多种自然和人为景观以

及不同生境类型的交错分布区。各种生境在植

被类型及其覆盖度、食物资源、水分含量、隐蔽

条件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等方面差异较大。本文

试图从生境类型的差异对群落结构的影响来探

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鼠类群落的

结构特征。

! 样地自然环境概况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盆地东南部恰特喀勒乡境内，距吐鲁番

市东南约 -/ 8*，占地面积 15 9*.。地理坐标为

2:;--<=，5/;6-<>，海拔 ? :6 @ ? 70 *。吐鲁番地

区属于温带极端干旱的大陆性荒漠气候，是世

界第二低地，素有“风库”、“火洲”之称。年平均

大风日数达 .0A2 B，最多达 02 B；最高风速超过

5/*C’；风沙流速度居全国沙漠之首。极端最

高气温 57A0D，极端最低气温 ? .2A/D；夏季沙

面最高温度超过 2/D；!-/D的年平均积温为

6 565A6D；无霜期 .06A0 B；年平均降水量 -0A5
**，年蒸发量 . 217A2 **；年平均湿度为 5-E；

年日照时数 1 /5:A6 9，日照百分比为 02E；年

总辐射量为 1 1/6A: FC$*.［2］。植物园内所栽培

的荒漠区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共 71 科 .0/ 属

6// 种［:］。根据样地自然地理特点、土地利用方

式、地貌植被类型和分布状况将生境划分为 6
种类型。

生境类型!：灌木林（’9(+!）———为典型的荒

漠植物群落，主要植物类群有白梭梭（!"#$%&#$’
()*+,-./ ）、柽 柳（ 0"/"*,% ’GGH）、沙 拐 枣

（1"##,2$’./ ’GGH）、新疆沙冬青（3//$(,(4"’45.+
’"’.+）、蒙 古 沙 冬 青（ 3 H /$’2$#,-.+）、白 刺

（6,4*"*," ’GGH）、骆驼刺（3#5"2, +("*+,7$#,"）等。与

沙地和废弃耕地群落相比，鼠类食物资源丰富，

植被覆盖度大，隐蔽条件良好，作为荒漠野生植

物观赏区和人工栽培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生境类型"：园林（IJ(B%&）——— 植物园北

园干旱荒漠区经济果木种质资源收集圃，也是

植物园办公楼和接待处所在地，面积 15 9*.，现

已引种干旱荒漠区经济果木 ./ 余种，葡萄 -//
多个品种，绿化面积大，鼠类食物资源丰富，水

分充足但隐蔽条件差。在集中管理和人工灌溉

的情况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生境类型#：沙地（B%’%()）———植物园南端

由松软沙地、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流动沙丘、

丘间低地、细碎砾石荒漠组成典型的天然荒漠

地带，与灌木林紧密相连，与废弃耕地彼此交错

的地带其生境比较开阔、丘间低地多沙土和砾

石，主要植物类群有白梭梭、沙拐枣和盐爪爪

（8"#,9,./ 7$#,"4./）。该地带植被稀疏且分布不

均匀，水分和食物资源缺乏，隐蔽条件差，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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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影响较轻。

生境类型!：废弃耕地（!"##$#%! &’()）———由

植物园西大门往西 * +) 的范围，主要景观为废

弃耕地，土壤基质总体上为沙质，伴有细碎砾

石，与灌木林和沙地紧密相连，部分地带生境比

较宽阔，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隐蔽条件极

差，水分缺乏，存在着严重的荒漠化趋势，主要

植物有梭梭、盐爪爪和少量作物残留，受人类活

动影响较小。

生境类型"：农田（&’()）———植物园周围

村庄的典型农田耕地。局部由林带环绕，部分

与次生灌丛相联，主要播种蔬菜类，谷类有小

麦，因常浇水，水分充足，植物种类多，鼠类食物

资源丰富，隐蔽条件也比较良好，受人类活动影

响较重。

! 研究方法

采用样线铗捕法，沿着长度为 ,-- ) 的样

线置铗 .-- 只，铗距 , )，以花生米做诱饵，傍晚

布铗次日傍晚收铗。每类生境分别设置一条样

线，于 *--, 年 / 月 ., 日 0 .1 日、/ 月 *2 日 0 *3
日、, 月 1 日 0 , 月 .2 日、, 月 .4 日 0 , 月 *-
日、, 月 2- 日 0 4 月 2 日 , 个时间段分别以灌

木林、园林、沙地、废弃耕地、农田的先后顺序，

每个时段每类生境布铗 . 次共 *, 次，对捕获的

标本进行分类鉴定，用种类（ !）、多样性指数

（"5）、均匀性指数（#）、优势度（$）等 / 个指标

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

多样性指数（"5）以 67’8898:;%’8%( 公式计

算［.-］。

均匀 性 指 数（ #）以 <"%=9（.141）公 式 计

算［.-］。

优势度指数（$）以 >$(=?%(@（.13A）公式计

算［.-］。

" 结果和分析

调查期间共布铗 * ,-- 个，捕获标本 232
只，夹捕率为 ./B1C。经过鉴定，在中国科学

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捕获的鼠类计有 2 科 2 属

/ 种，分别是红尾沙鼠（%&’()*&+ ,(-./0+）、子午沙

鼠（% D 1&’(2(3*0+）、长耳跳鼠（#0/4)’&05&+ *3+)）

和小家鼠（%0+ 10+/0,0+）。其种类名录及分布

型列于表 .。

表 #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与周围地区鼠类及其分布

生境类型

# $ % ! "
仓鼠科 E("F%@"!’%

红尾沙鼠 %&’()*&+ ,(-./0+ G G G G G
子午沙鼠 % D 1&’(2(3*0+ G H G G G

跳鼠科 I"J9!"!’%
长耳跳鼠 #0/4)’&05&+ *3+) H H G G H

鼠科 K$("!’%
小家鼠 %0+ 10+/0,0+ H G H H H

"$# 优势种的确定和群落类型的划分 对整

个研究地区而言，红尾沙鼠和子午沙鼠分别占

, 个生境类型鼠类群落总捕获率的 ,1B,C 和

23B,C（表 *），为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鼠类群

落的优势种；其中，红尾沙鼠在生境类型#、$
和"中占绝对优势（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 1.BAC、12B*C和 12B/C），子午沙鼠则是生

境类型%和!的优势种（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 3AB-C 和 3/B4C）。研究地鼠类群落可

以划分为 2 种类型：以生境类型#和"为代表

的红尾沙鼠:子午沙鼠群落、以生境类型$为代

表的红尾沙鼠:小家鼠群落和生境类型%和!
为代表的子午沙鼠:红尾沙鼠:长耳跳鼠群落。

"$! 不同生境类型群落的组成及差异 表 *
和表 2 显示，各生境类型群落结构差异明显。

种类的变化范围是 * 0 2，其中，农田和园林中

种类数为 *，沙地和废弃耕地中种类数为 2。红

尾沙鼠个体大，栖息范围广泛，适应能力强，这

是其在每个生境中都会出现的原因之一。子午

沙鼠在沙鼠属中体型较小，主要在灌丛下活动，

以荒漠中的各种植物种子、绿色部分为食［4］，在

生境类型%和!中占优势（在群落中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3AB-C 和 3/B4C），而在其他生境类

型中出现频率较低或等于零。长耳跳鼠则多在

视野开阔而地表干燥且长有沙生植物的粘土或

沙质土壤的生境中栖居，是生境类型%和!的

特征种。小家鼠不善于挖土，在土质疏松的地

·A..· 动物学杂志 64(*&+& 7)0’*3, )8 9)),):. /. 卷



方打洞或利用废弃洞。主要食物为果实、饲料

植物的种子，此调查中仅在生境类型!中出现，

其生 物 量 很 小，在 群 落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仅 为

!"#$。

表 !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与周围地区鼠类群落组成比较

生境类型
捕获总数 红尾沙鼠 子午沙鼠 长耳跳鼠 小家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不同生境类型鼠类群落的多样性、均匀

性、优势度比较 多样性指数的大小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种类的多少与均匀度的大小，但它

又不是单纯地随着均匀度或种数而变化，而是

受种数与均匀度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

物种的多样性由特定生境中的资源空间所决

定，资源空间包涵食物资源和生存空间［))］。表

+ 用种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优

势度（%）等 , 个指标对 % 种不同生境类型的鼠

类群落进行结构特征对比，结果表明，种的多样

性和生境类型的差异与优势种的优势程度有

关。由表 + 可见，生境类型#和$多样性（分别

为 *"!&! ’ 和 *"!(, )）、均匀性（分别为 *"%’* ,
和 *"!+) #）和 优 势 度（ 分 别 为 *"!,+ + 和

*"!** +）大致相似，其多样性和均匀性普遍高

于其他 + 种生境类型（其中，生境类型$多样性

和均匀度最高，优势度最低），其原因是两者与

灌木林紧密相连，生境比较复杂，共存种在不同

生态位上的选择性资源利用格局减弱了对限制

性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有害效应，因而增加了群

落中物种共存的可能性，所以其群落结构趋于

多样化而且比较稳定。除此之外，生境类型#
和$彼此交错地带生境比较开阔，其中长耳跳

鼠的出现也丰富了两者的鼠种组成；生境类型

"由于引种、人工栽培和浇灌，植物种类多样，

使地表植被比较茂密，从而食物资源和微生境

也较丰富多样；生境类型!和%一般食物资源

比较丰富，水分比较充足，植被覆盖和隐蔽条件

良好，这 + 种生境也比较适合鼠类的生存。实

际上，三者群落组成比较单一，个别物种在群落

总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差异十分明显，比如，红

尾沙鼠占绝对优势（群落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和 (+"&$和 (+",$）。与此相应，其多样

性（分别为*"&#+ !，*"&,# , 和 *"&,,(）和均匀度

（分别为 *",*( )，*"+%# , 和 *"+%+ +）明显低于

生境类型#和$。

表 "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与周围地区不同生境类型鼠类群落多样性、均匀性、优势度比较

生境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势种 红尾沙鼠 红尾沙鼠 子午沙鼠 子午沙鼠 红尾沙鼠

$ 讨 论

$#% 群落结构特征 吐鲁番盆地气候干燥、环

境极端，降水量、温度等环境因子通过植物间接

影响鼠类群落的食物资源。同时，这些资源在

群落中各物种间的分配方式也会对群落结构产

·())·& 期 买尔旦·吐尔干等：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鼠类群落结构调查



生影响。与其极端的内陆干旱荒漠气候有关，

鼠类在形态、食性、栖息地的选择等方面演化了

独特的适应特性，为该区鼠类群落空间结构的

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由调查结果可知，沙

漠植物园及其周围地区鼠类群落具有种类较

少、分布不均匀、群落组成较单一并且在不同类

型生境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等特征。

!"# 栖息地选择和资源利用格局 空间和食

物是动物生存的基本要求，种间竞争主要体现

在对空间的排他性占有和对食物利用的竞争

上，通过空间占有，动物能最大限度的占有资

源［!"］。由调查结果可知，群落中不同鼠类种群

通过基于对限制性资源利用的微栖息地差异，

为提高取食效率而发展出的形态差异和食物差

异等避开激烈的种间竞争，实现在资源利用上

的共存。调查结果还显示，两足跳跃的长耳跳

鼠只有在生境类型!和"的比较开阔的地带少

量出现，进一步显示在荒漠鼠类群落鼠种组成

中，两足跳跃型的物种更多的在开阔空间中活

动，四足运动型的物种则主要在灌丛下或隐蔽

的条件下觅食，因此来自种间的竞争效应被消

弱增加了群落中物种共存的可能性。

!"$ 物种丰富度 群落组成中的每个成分，在

决定整个群落的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不同的地位

和作用［!］。一般来说群落中常有一个或几个生

物种群控制大量能流，占有较广泛的生境范围

和利用较多的资源，其数量、大小以及食物链中

的地位，强烈影响着其他生物种类。调查结果

显示，研究地点所有的不同生境类型鼠类群落

都具有由优势种和稀有种组成的特征；优势种

以十分明显的优势占据质量好的环境，但也面

临着高强度的种内竞争和捕食风险；弱势者虽

然只能占据质量较差的环境，但所付出的能耗

代价也较少，因而能够与优势者稳定共存。

!"! 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与鼠类群落演替的

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荒漠在向人工环境转化

的过程中随着生境类型的变化，鼠类群落结构

也在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生境类型"；干

燥而地表荒漠植被稀疏，原始植被受到严重破

坏，荒漠化趋势非常严重，部分开阔地带甚至开

始出现长耳跳鼠等两足跳跃型物种，说明其生

境类型、环境因子、群落结构等正由农田群落向

典型的荒漠沙地群落演替的方向发展。

生境类型#、$和%由于引种，人工栽培，

集中管理和定期浇水等人为原因，其植物种类

或食物资源趋于多样化和丰富化，同时，受人类

活动影响比较大。在环境因素、人为干扰和种

间竞争的综合作用下，群落结构也反映出种类

少、分布极不均匀、个别物种在群落中占绝对优

势等特征。

致谢 在野外调查期间得到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主任张海波高工的支持和帮助。

参 考 文 献

［ ! ］ 戈峰 #现代生态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 " ］ 戴昆，潘文石 #荒漠鼠类群落格局 #干旱区研究，"$$"，#%

（(）：! & )#
［ ’ ］ 夏武平 #谈谈草原啮齿动物的一些生态问题 #动物学杂

志，!%*(，&（*）"%% & ’$"#
［ ( ］ 曾宗永，罗明澍，杨跃敏等 #北美 +,-,./,./0 荒漠啮

齿动物群落的能式 #四川动物，!%%1，%!（(）：!1) & !*"#
［ 1 ］ 阿布力米提，胡德夫 #阜康生态站鼠类群落的研究 #见：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主编 # 新疆动物

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 * ］ 邵明勤，阿布力米提·阿布都卡迪尔，王德忠 #准噶尔荒

漠鼠类群落结构及其栖息环境 # 干旱区研究，"$$!，%’
（"）：*1 & *2#

［ ) ］ 靳新霞，张大铭 #莫索湾垦区啮齿动物群落结构与物种

多样性 #动物学杂志，"$$1，!(（*）：’$ & ’)#
［ 2 ］ 尹林克 # 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植物园 # 干旱区研究，

"$$(，%’（增刊）：! & (#
［ % ］ 尹林克，张道远，段士民 # 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

园植物名录 #干旱区研究，"$$(，#%（增刊）：)$ & 2%#
［!$］ 周旭东，张永军，黄健等 #新疆甘家湖自然保护区啮齿

动物群落结构与时间动态分析 # 动物学杂志，"$$(，$)
（*）：12 & *!#

［!!］ 叶晓堤，马勇，冯祚建 #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啮齿动物

物种丰富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分异 # 兽类学报，!%%2，%’
（(）："*$ & "*) #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