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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干部取食的旋木雀和普通鹂，虽然不 

是混合群的主体。但是 ，两种鸟在混合群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普通鸸，在群的外围活 

动频繁而 迅速，遇到敌害时首先警叫不息，给群 

中其它种鸟报告信息。 

因此，由四种鸟组成的混合群，在生态习性 

上有差别，又有着相互联系，由此构成了适应外 

界环境的统一整体。也是能够成混合群的原 因 

之一。关于四种鸟构成的混台群中，起支配地 

位的优势种，如何起到支配作用及支配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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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鼠害空间分布型调查用于危害 

临界数量的初步研究 

吕雨土 棘宝国 方志林 
(浙江省衢县病虫栅报站，324022) 

摘要 采用额擞拟台、聚集度测定和参数分圻等方法，对稻田鼠害的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鼠 

害多属负二项分布，以个体群为基本成份，呈现聚集分布型。聚集分布的出现，主要系稻田环境异质性 

所致 ，诅鼠害林平均每丛 2．3株以上时，则鼠类行为特佳影响不应忽视。 

有关鼠害的生态地理分布，以往书刊中曾 

有叙述“ 。但对鼠类在同一生境内，其危害所 

形成的分布格局却未见报道。本次对稻 田鼠害 

分布格局的研究，揭示了鼠害在稻 田内的空间 

分布结构 ，这种空间分布结构代表鼠类对稻 田 

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此工作为研究鼠类行 

为学、田间生态特性和控制决策等方面，提供科 

学依据 

一

、 工 作 方 法 

浙江省衙县属南方双季稻区，主要地形是 

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农田各类生境中，水稻 

· l2 · 

田占85％ 以上。 危害水稻的鼠类 以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s)为优势种群，1986— 1987 

年稻田捕鼠71 6只，其中黑线姬鼠占63．9％，褐 

家鼠、黄胸鼠等其它五个鼠种共占36．1％。 

(一)田闻调查 选择不同品种及鼠害密 

度差距较大的 12块晚稻田，于乳熟期组织技术 

人员调查。调查设定以稻丛为抽样单位 ，每块 

田带状连片调查 1500丛 ，将每丛鼠害株数逐一 

记在方格纸上 ，绘成 田间分布实测图。 

(=)测室内容 把每块 田鼠害株 的 调 查 

资料整理成频次分布表 ，用波松 (Poisson)分 

布、负二项分布的理论概率分布公式进行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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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其分布函数的类型。 进而测定丛生指标 

(，)、Kuno指数 (c )、聚块指 标 (，，， )鞠 

扩散指标 (，t)等四个聚集度指标。 在此基础 

上 ，统计出分布型的若干参数值，进一步明确分 

布型的基本结构及其形成因素。 

二 、结 果 分 析 

(一)额次拟舍 应用某一理论概率 分布 

公式与实测频次分布进行拟合，从而查明分布 

的类型o ．}茛此将每块田鼠害株的实测 频 次 分 

布．借助微型计算机用波松分布理论公式； 

L渡松分布 NP，一 N ·盟 · ‘ 
，f 

2．负=项分布 NP一 Ⅳ(目一 )一‘ 

其各项展开式为： 

Ⅳ ，r目； ，a ’ 一{一 ， 

r】＼ — t J1 

分别给于拟台，并进行卡方适台性检验，当 < 

3． 时，接受实测频次分布与理论概率分布适 

合的假设 ，以此确定每块田的分布型。表 1 

裹 1 稻田鼠毫空间舟布量逼舍性检验 

调查 样 本敬 鼠 害密 度 方 差 洼松 分布 负=项 分布 

田 号 

(世) i(持，丛) 一 (自由度) 适台性 ， (自由度) 适合性 

l 1；OD D．， S i
． j674 249．0 (2) ● ● l6． (” ● 

2 15DO 0．J 2D O 6966 ．63 r3) 适合 一 

3 15OO 0 51 7 D．6062 j0 91(4) ● ● 1．D5 (3) 适合 

4 l5DO D．S010 1．3％ 2t0·9I(3) ● 1j．6 (7) 适合 

； 150D I．3567 1．7幻j 81·48(7) ● ● 7．29 (6) 孟合 

6 1；O0 O．7973 ．9 69 {；．10(；) ● ● 6．54 ) 适 合 

7 1 DO 1． 2 Z。l B 5 d 52．40(5) ● } 4，62 (7) 适合 

8 15DO 3 0247 6．3D83 jD2、99(‘) ● ● I1． (8) 适台 

9 l5D0 4． 87 11
． 8134 1l17．3l f8) ● ● l9．D9(12) 茜台 

10 15DD 1．4513 2
． 1397 148．04(5) ● ● l7．8B (8) ● ● 

1l l，0D ；．236n ¨
． 6554 z 348 Z9(9) ● t 126．35 (9) ● ● 

l2 l50D t．090 2
．2399 309·44(‘) ● ● 26．19 (6) ● 

注：‘·。表示显著不适合； ‘·· 表示掘显著不适台 

结果显示：鼠害在所调查的 12块稻田中．除 2 

号 田适合波松分布外，多数田块符台负二项分 

布。 

(-- )聚集度测定 生物空间分布 函 数 亦 

可以用反映其聚集程度的若干特征值 ，即聚集 

度指标来表示。对此，国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 

出发，提出了聚集度指标的不同计算公式。本 

次采用下列四种进行测定。 

1．David 和 Moore(1959)提 出丛生指 标 

，，计算公式：，一，／i一 1。 并认为J< O为 

均匀分布；J一 0为随机分布；f> 0为聚集分 

布o 

2．Kuno(1968)提 出的指标 C ，他认为 
． 一 ( 一 )， 一 1， ( 为负二项分布参 

数)。 当 c．< 0为均匀分布；c 一 0为随机 

分布；C．> O为聚集分布。 

3．Lloyd(1 967) 定义的聚块指 标 击居， 

击一i十(j 一 1)o当 < l为均匀分 

布；南 一 1为随机分布；击 > 1为聚集分 

布。 

{．森下正明(1 959)的 扩 散指 标 ，．，其 计 

算 公 式： ，·一 (三脚 一 Ⅳ)，Ⅳ(Ⅳ一 1)。 式 

中 一 三，．N 一三， 。 当 ，I< 1为均匀分 

布；，·一 1为随机分 布； ，}> l为 聚 集 分 

布。 

将以上四种聚集度指标测定的结果 (见表 

2)，无论那一种聚集度指标都一致反映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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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鲁田■●空阃分布 的聚羹虞指椿 

田 号 j C． {i ，． 分 布 垂 

l O 578O 1．Ol97 I． 640 1．5977 2．76 2 2．765O 聚 集分 布 

2 0． 32D 一O．0660 0．6836 O．9339 O．93●O 均匀分布 

3 0．5147 O．1778 O．3 5 0．692； 1．3●5● I．3433 聚集分 布 

4 O．8Dl0 D．69 O O．8702 i．●95D 1．866 1．8703 聚集分布 

5 I．3567 O．28D5 O．ZO68 1．6372 1．2O6S 1．2O68 聚桌分布 

6 O． 5 O．15O0 O．I880 O．9●，’ 1．1851 1．1B Bl 聚集 分布 

7 I．2 287 O．6358 2．D099 1．6358 1．6 l 聚集分布 

8 3．02” 1．O8 56 D．3589 4．1lO3 1． 89 1．3；88 聚集分布 

9 4．6687 1．53O3 O．3278 6．1990 I．3278 1．3276 聚集分布 

lO 1．4513 O．{743 O．3268 1．9256 1．3268 1．3267 聚集分布 

l1 5．2360 0．3．36 7．O35O I．3436 1．343● 聚集分布 

I2 1．O907 1．O536 O．9662 2．t443 I．966O I．9661 聚集分布 

衰 3 稻田●害舟布型的有关●蠡 

丑j 号 L’ 

1 0．5780 1．5977 2．5977 0．5669 D．；46l O．2754 

2 O 7 320 O．6836 1．6836 — 15．1367 一  一 

3 D．5l47 0．692； 1．6925 2 8942 5．1 96 O．" 79 

‘ O．BO1O 1． 9，O 2．49，O 1．1’92 l·6660 O．5BO6 

， 1．3567 1．6372 2．6372 4．83；7 9．0●23 1．2685 

6 O．7973 O．9●73 1．9473 5．5lB3 9．9414 O．7452 

7 1．2287 2．D099 ．OO99 1．5728 2．465I O．9625 

8 3．0247 4．IlO3 5．1I O3 2．7862 ●．9‘92 2．686● 

9 4．6687 6．1990 7．1990 3 05O7 5．●478 ●．1686 

lD 1．●513 1．92；6 2．9Z56 ．O" 8 5．●475 1．292O 

l 5．256O 7．O，5 B．035O 2．9lq6 S．I4B6 ^．63lO 

l2 1．0907 2．1̈ 3 3．1443 I 035D 1． 66O 0．7724 

号田为均匀分布 ，而其余田块均属聚集分布型。 

(三)参数 分 析 lawo(1 968—1977)认 

为，在 Lloyd定义的平均拥挤度 (赢)的基 础 

上，有平均拥挤度与平均 数 0)的 回 归 式： 

南一a+ 孵， 若 南与 直线关 系成立时，参 

数 i1．和 揭示 3种群空间分布型的基本结构。 

当 n< 0表示个体间相互排斥； 一 0分布的 

基本成分为单个个体 ； > 0分布的基本成份 

为个体群。 < 1为均匀分布； 一 1为随机 

分布 ； > 1为聚集分布。将调查资料代人上 

式得： 

m一 0．2406+ 1．2845~，，一 0．9870(相关 

极显著)。 可见 > 0、 > 1． 说明鼠害呈现 

普通负二项分布 ，即鼠害株在稻 田分布的基本 

成分，系以个体群结构存在．且个体群的分布是 

聚集的。至于个体群的大小 ，可以根据负二项 
■ 

分布的K值推导出其平均大小指数 L(丁岩钦， 
● 

1 98O)：L— i／K十再+ 1一 m+ 1， 计算结 

果见表 3。 

(四)聚集凛因 稻田鼠害株空间 分布 呈 

现聚集结构的原因 ，既可能受某些环境因素的 

影响，亦可能是鼠类本身行为特性造成。应用 

Blackith(1961)的种群聚集均 数 ( )检 验： 

一  ／2K· 。 式中 K一 ／(一一 )； 为 

分布表中自由度等于 2K与 O．5概率 级 对 应 

处的 值。2K常为小数 ，精确的 ；．，值可以通 

过作圈或 比例内插法求得。 结果详见表 3；聚 

集均数 l一一0．0945+O．9l01i，T—O．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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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丛鼠害密度(i)低于 2．3株z值小于 2，表 

明鼠害聚集分布系稻田及稻丛(株)生长状况等 

环境异质性所致。每丛鼠害密度超过 2 3株时 ， 

则 值大于 2，聚集分布除与环境因素有关外 ， 

亦与鼠类行为特性有关。即鼠类达到一定危害 

临界数量 — 2．5)时，便开始有选择地聚集取 

食。 

(五)简易取样 在明确稻 田鼠害 空 间分 

布型之后，可以根据危害密度不同灵活掌握取 

样数量。采用 Southwood(I976)理论取样数 

0)公式。以 l一 1．64为概率保证，D为允许误 

毫 4 韬田■睿调奎取样稽丛量 

0．1， O．20 O．2， 

O．5 282．25 l，B．76 l01．6O 

1．O l62．n 91．，2 58．，7 

1．5 t22．86 69．1t ¨ ．23 

2．O tI)2．9 57．90 37．O6 

2．， 9O．9B ，1．1B 32．75 

3．0 B3．02 46．69 29．B8 

差分别取 0．I s、0．20和 O 25，将本次 1 2块稻田 

的负二项 分布公共 K。 一 2．769 L代人下式： 

一 f 、f．f + 1一韭盟 -F 24 2．8 、D／ 、 K ／ 

则求得不同危害密度 )下的取样稻丛数 (表 

4)。 

由表 4可知，随稻田鼠害密度 (i)的直线 

下降，理论抽样数成指数剧增型。如果试验研 

究精度要求高，应取 D一 0．1 5一O．20；一般调 

查则可取 D— O．20—0．25。据此作者建议，稻 

田鼠害调查时，一般轻发田 一 1 0以下)查 

l00— 1 50丛；而中、重发田查 5O—lO0丛，即可 

表证鼠害调查田块的危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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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 、甘南地区啮齿类区系及分布 

李锡璋 王宗麟 彭昌嘉 周庆芬 崔贵庭 
(甘肃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兰州 730O3O) 

摘要 l 98 0一l982年对 甘肃省的陇南山地、甘南草原区东部的啮齿类进行 了请查。查明两地共有 

啮齿类 5科21属，3 9种；其中属东洋界的 l 3种；古北界的 9种；两区共有种为l7种；4种为本省新纪 

录。鼠类生境有 8种类型。数量最高的生境为弃耕地和采伐迹地。黑线姬鼠、中华林姬鼠、大林姬鼠、社 

鼠是该地区的主要鼠类 ，其中黑线 姬鼠为优势种。 

198O一 1982年夏秋，我们对甘肃省的陇南 

地区、甘南草原的眠迭高山峡谷区进行了三年 

的鼠类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

、 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陇南山地区，位于甘肃东南，东邻秦岭 ，北 

连黄土高原，西接青藏高原，区内山峦重叠 沟 

颦纵横，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切割尉烈。海 

拔 1000--35D0米，相对高度 s00— 1500米 ，属 

典型的高山峡谷区。年平均气温 L6℃ ，降水量 

5OO一800毫米，从南向北 ，气候由河谷亚热带 

湿润气候一暖温带湿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半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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