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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总数的百分比差值除直翅 目、蜻蜒 目、无尾 

目、蜘蛛目外，其余备类动物的百分比差值也均 

在 2弼 以下。这说明雌雄个体的食性无明显差 

异。 一 

三、营巢和觅食行为 

据观察 ，池鹭主要在成片的乔木林中、成片 

l的竹林中或独株的高大乔术树上以群巢方式营 

巢。 经统计，在面积约为 1000平方米的慈竹 

(Sinocalamus afflni~)林中，有池鹭巢约 5O多 

只(1 988年 7月 16日)，一株高大的楠木 (Pho— 

ebe 口 m )树上有池鹭巢约 20多只(1986年 

6月)，一树高大的枫香 (Liquidambar~aiwa— 

niana)树上有池鹭巢 约 3O多只 (1 986年6 

月)。池鹭巢非常粗糙，营在高大乔术树上的巢 

多位于树冠的中上层 ，离主干较远 的枝、r上 ，巢 

材多为枯枝 ，未见用羽毛 杂草编织营巢。营在 

竹林顶稍的巢更为简单，由于竹株相距较密，顶 

稍枝叶繁茂 ，且下弯的稍枝相互交错，故池鹭亲 

体仅利用几株竹子的稍枝作基架，再衔几段枯 

竹枝纵横架在上面即成。巢形较为平坦 ，故不 

成盘状也不成碗状。由于池鹭巢非常粗糙，所 

以 ，在暴风雨袭击时，时有卵或雏鸟坠地现象。 

此外，生活在食物较为丰富的环境还有与其它 

物 种同树营巢现象。如上述楠术树 ，该树高约 

20多米，树干粗大笔直，枝叶繁茂。 在 枝Y 

上除有 2O多只池鹭巢外，还有约 2O多只白鹭 

(Egres~a garze~；a)巢，但它们占据的空间层次 

确不同，池鹭占据中上层，白鹭则占据最上层， 

两个层次间相距 1—2米不等，它们的相互关系 

即无争斗现象，也无排它行为，而是备行其事， 

和 睦相处。 

池鹭一般是在河流与小溪 边 及 稻 田 中觅 

食，故觅食的范围随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一般 

在有小河或小溪、稻田常年保水的环境，食物较 

为丰富，觅食范围的半径约在 3公里左右，在 

无河流或小溪的环境，食物较为贫乏，觅食范围 

的半径甚至可达 3公里以上。 据 1 986年夏季 

的观察，池鹭在晴天 ，一般从清早 6时(夏令时) 

开始便有个体逐渐出巢觅食，约在 早上 9一10 

时左右 和下午 18时左右分别是全天觅食 的两 

个高峰期，到 20时后便逐渐返巢归宿。但在阴 

雨天，其觅食的高峰期则不明显。池鹭的嗉囊 

不发达，故食物主要是贮藏在肌胃中，且消化力 

强，到肠部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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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北部啮齿动物的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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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耍 陕西省宜川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o 1，8 7年 8—9月进行了啮齿动物调查。计有 l3种，隶 

属 2耳 5科 Il属。古北界种类占 76．9％ 其余为广布种，占 23．1％，区系组成上兼有华北区和蒙新区 

间的过渡特征。调查表明，宜川县鼠类区域分布显著，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区，鼠种组成及数量亦有明显 

的差异o ． 

黄土高原中部的啮齿动物 ，至今尚无人报 

道。我们于 1 987年 8—9月，对地处黄土高原 

中部的宜川县北部进行了啮齿 动 物 的初 步调 

此调查承陕西师范大学王廷正教授热忱指导，宣 f1I县 

农业技术推广站牡建林同志协助采集标本，特此一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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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现报道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宜川 县位 于 延 安 地 区 东 南 部，即 北 纬 

35。42 39”一 36。23 35”；东经 1 09。41 36”一l 1 0。 

j2’4 。 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海拔 388．8一 

l 710．5米，一般在 l 000米左右。 中部和北部， 

沟壑深切，塬面支离破碎，为典型的黄土破碎 

塬。植被覆盖率低，仅为零星的沟壑灌丛。西 

部和南部中低土石质山地 ，系黄龙 山系的一部 

分，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及梢林灌丛，生长繁茂， 

草地成片。东部黄河沿岸，呈南北狭长的带状， 

为石质丘陵，海拔一般在 400—800米 ，荒 山秃 

坡，植被缺乏，气候干燥炎热。 

宜川气候变化大 ，年平均气温8—1 2oC，年 

降雨量 577毫米左右，无霜期 149一l 91天，年 

平均湿度 0．58rob，属温带半干旱性气候。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中，我们选择了宜川地形，地貌有代表 

性的云岩镇史村 ，英旺 乡的龙泉村和高柏乡的 

羊家庄作为调查点。布夹 770夹次 ，捕获啮齿 

动物 134只，加之野外见到的革兔和用火抡所 

猪得的2只岩松鼠，计有 l3赫，隶属 2目5科 

11属(表 1)。 

宜川啮齿动物区系除黑线姬鼠，褐家鼠和 

小家 鼠广布种(占总数的 z3．1％)外，全部由古 

北界种类(占总数的 76．9移)组成。华北区广泛 

分布的中华鼢鼠、大仓鼠，长尾仓鼠、岩松鼠、花 

鼠及蒙新区东部草原生活的达乌尔鼠兔，达乌 

尔黄鼠和西部荒漠生活的子午沙鼠，在该县均 

有分布。它反映了蒙新区东部草原成份和西部 

荒漠成份向季风区的渗透，使该县动物区系同 

时具有华北区和蒙新区间的过渡特征。 

用夹 日法所统计的资料表明：宜川鼠类区 

域分布显著。黑线姬鼠，长尾仓鼠，达乌尔鼠兔 

为宜川啮齿动物区系的主要鼠种。但从三个调 

查点捕获情况来看，黑线姬鼠在县西部英旺数 

量很大，捕获率达 22 8西。 8月下甸在英旺龙 

泉村一玉米间种大豆的 林缴 农 田 中，布 夹 50 

个，—夜间竞捕获黑线姬鼠 34只，单次捕获率 

高达 68％，而云岩和高柏则未见分布。达乌尔 

鼠兔在县北部的云岩数量 亦很 大，捕 获 率为 

5
．3 1％。 达乌尔鼠兔的分布过去仅见于延安县 

衰 l 直 Jll鼻峭音动轴琶系组成殛羹■分布 

采 集 地 

种 类 捕获数 组成率 等毁 云岩 英旺 高柏 

(320夹日) (250夹日， (2oo夹日) 

黑线短鼠 Apodemus ag rarins 57 42．54 57／7B．0s／2z．8 

长尾仓显 Cricetulus Iongieaudatus 22 16．42 l8／31．58，5．63 {／5-48／1．6 

迭乌尔鼠兔 0如oton丑dtn n“ 17 l2．69 l， 29．B2 5．31 

大林姬鼠 Apodemn peaim sulae l1 8．21 2／3．51／0．63 9，I 2．33／3．6 

揭家鼠 R~ttus norv~gicus lO 7．{6 7，12．zs／z．19 1／1．37／o．4 2／50／1 

太 仓鼠 Cricetulus tthon 7 5．22 5／8．77，1．56 2／z．74／O．8 + 

花鼠 Eutami~s sibiricus 3 2．24 3／5．z6／o．94 

中华匏鼠 Myospalax fontan[e~rli 2 1．49 z／3．51／o．63 ● 

达鸟尔黄鼠 Citellus dauricus 2 1．49 2／3．51／o．63 ● 

子年秒鼠 Me㈣ioae clid~'aaus 2 1．49 2f50／1 

小家鼠 Mus mu~culus 1 O．75 1／1．75／0．31 

岩松鼠 Sclurotamia$davidiaaus 

草兔 Lepu s capensl s 

合 计 l34 100 571100／l7．el 73，loo／29．2 4t100／2 

注：1．÷表示有分布，但用鼠夹未能采到标本； 

2-斜线前后的数字分别为捕获数I组成率，捕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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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邵孟明等，1986)，而这次我们在云岩史村 

捕到 1 7只。据史村的干部和群众反映，两年以 

前此地 从未见到这种动物 ，而现在这里数量很 

大，井且还有继续向南扩展之势。长尾仓鼠虽 

广泛分布于宜川境内各地，但以云岩的数量为 

最大 ，捕获率为 5 63，刍。 

云岩、英旺和高拍三地的调查结果表明，自 

然条件不同，农田鼠类的组成及数量亦有很大 

的不 同。 

云岩位于县北部，属黄土破碎塬，黄土层深 

厚，质地 良好 ，但塬面水源缺乏，气候干燥 ，植被 

为零星的沟壑灌丛、草场。鼠种组成以长尾仓 

鼠，达乌尔鼠兔，褐家 鼠，大仓鼠占优势，组成 

率分别为 31．58％，29．82％，1 2 28％ 和 8．77％。 

中华鼢鼠在局部塬面形成很大优势，但某些塬 

面则未见踪影。英旺属山地梢林区，梢林灌丛 

茂密，草地成片 ，气候温暖多雨，小气候突出。鼠 

种组成以黑线姬鼠和大林姬鼠占仇势，组成率 

分别为 78 08％和 1 2．33％。 其次是长尾仓鼠， 

其组成率为 5．48％。而高柏东侧的黄河沿岸为 

石质丘陵，荒山秃坡 ，植被缺乏，气候干燥炎热。 

鼠种组成简单，数量亦少。用鼠夹仅捕获子午 

沙鼠和褐家鼠各 2只。另用火抢猎获 2只岩松 

鼠。因此司见，宜川县鼠类区域分布显著，自然 

条件不同的地区，农田鼠类组成亦有明显差异。 

由于调查时间短，设点不多，尤其是该县南 

部林区，园交通不便而未能涉及，深入调查还会 

有不少新的发现。 本文作为工作的初步总结， 

仅供有关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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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地区兽类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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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4--1986年，我们对鄱阳蝴地区的 11个县的兽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采集标本及收购 

皮张 38 7号，计 46种。加上原有文献记载该地区共有兽类 52种。全区年产各种皮张 15万张左右，其 

中以黄鼬皮产量最高。药用兽以穿山甲为主，最高年产量约 5000只左右。 珍稀保护兽类共有 11种。 

本文还就兽类的分布、资源状况及对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用等作了较详尽的论述。 

关于鄱阳湖地区的兽类，除刘堂仁(1 983)、 

陈延熹(1987)分别就啮齿类及翼手类进行过调 

查和报道外，来见其它专文论述。为查清该地区 

动物资源状况，i 984年 5月至 1 986年 1月，由 

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和江西省科学院 

生物资源研究所组成的动物资源考察队，在鄱 

阳湖地区的南昌县(白虎岭)、永修县(周田、云 

山、三溪桥、柘林)、德安县(樟树、林泉、车桥)、 

星子县(东牯山、大垄)、九江县(岷山、新台)、庐 

山、湖口县(江桥、五里)、都昌县(大港、红光林 

场、北炎)、波阳县(莲花山、枧田)、余千县(社 

庚)、进贤县(观花岭)及新建县等地对鸟、兽等 

动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现将兽类部分的调查结 

果整理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鄱阳湖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的江西省 
。。。。～  

‘谖项谓查是江西省政府鄱田湖综台科学考寮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达的课题，1987年 8月通过省级鉴定。参加 

工作的还有谢学贤、妍平喜、郝清仔、李业伟、划智勇， 

严丽、抒信传，沈建岗、剂挑睦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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