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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l l帅 个视野中檀物的出现颤次与檀物的颗粒 

密度的换算衰 

植物的出 植物的颗 植物的出 植物的颗 
现频次 粒密度 现频次 粒密度 

1 1．01 49 67．33 

2 2．02 50 69．31 

3 3．05 5l 71．33 

4 4．08 52 73．40 

5 ‘ 5
．
13 53 75．50 

6 6．19 54 77．65 

7 7．26 55 79．85 

8 8．34 56 87．1O 

9 9．43 57 84．40 

l0 lO．54 58 86．75 

t1 l1．65 59 89．16 

l2 l2．78 60 91．63 

l3 l 3．93 6l 94．16 

14 I5．08 62 96．76 

15 I 6．25 63 99．43 

16 l7．44 64 l02．17 

l7 l8．63 65 104．98 

18 19．85 61i l07．88 

19 21．07 67 ll0．87 

2O 22．3l 68 113．94 

2l 23．57 69 ll7．12 

22 24．85 7O l2O．40 

23 26．14 7l l23．79 

24 27．̈  72 l27．3O 

25 25．77 73 130．93 

26 3O．1l 74 l3q．7l 

27 31．47 75 l38．63 

28 32．85 76 142．71 

29 34．25 77 l46．97 

30 35．67 78 151．4l 

3l 37．1l 79 156．06 

32 38．57 80 l60．91 

33 40．05 8l l66．O7 
● 

34 · 41．55 82 l71．48 
● 

35 43．O8 83 ‘ l77．2O 

36 44．63 84 l83．26 

57 46．2O 85 l89．7l 

38 47．8O 86 196．61 

39 49．43 87 204．02 

40 51．O8 88 2l2．O3 

4l 52．76 89 220．73 

2 54．47 90 230．26 

43 56．2l 91 240．79 

44 57．98 92 252．57 

- 45 59．78 93 265．93 

-46 61．62 94 281．34 

47 63．49 95 299．57 

●8 65．39 96 321．89 

植物的出 植物的颗 植物的出 植物的颗 
现颏次 粒密度 现频次 粒密度 

97 350．66 99．5 529．88 

98 391．2O 99．9 690．78 

99 460．52 

表中数据引自 Fra~；keIt"(1944)。 

2．分别取出每个胃的内容物，加水充分搅 

拌；并在 200目尼龙网上冲滤 3—4遍。 

3．将留在尼龙网上的胃内容物阴千，再置 

于 600(；的烘箱内烘烤 24小时，尔后用 16目的 

尼龙网筛滤，使滤下的碎屑大小基本上一致。 

4．充分搅拌滤下的胃内容物，使得碎屑颗 

粒随机分布。 

5．用 1％的铁明矾溶液媒染胃内容物，冲 

洗掉多余的媒染液；然后用 1％的苏木精染色， 

直至获得满意的色度；染色后，冲洗掉多余的染 

液。 

6．挑取少量植物碎屑置于载玻片中央，加 

一 滴 Apathy液，用解剖针将碎屑均匀地涂散， 

盖上盖玻片。 

(四)胃内容物中植物成分的鉴定和 它 们 

在食物千重中所占比例的确定 对每个胃内容 

物标本制作 5张显微玻片。 在显微镜低 倍 镜 

(1oox)下，对每张片子系统地检查 2O个视野， 

即随机地确定第一个视野的位置，然后每隔一 

定距离观察一个视野。将视野中所见的表皮组 

织碎片与参考玻片或各种植物表皮组织的照片 

作比较，根据表皮组织的种鉴别性特征，将这些 

表皮组织碎片鉴定到种。 

记录下每个视野中出现的植物种。计算每 

种植物在 100个视野中出现的频次 (见 表 1)。 

根据表 1将每种植物出现的频次转换成该种植 

物在 1O0个视野中的颗粒密度 D，并计算这种 

植物在鼠胃内容物中的相对颗粒密度 RD。 计 

算方法如下： 

。R 一 X ％ 

以 RD 估计A种植物在食物干重中所占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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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atzlim 的研究结果，一次食性分析 

至少要观察 10只胃内容物。 ，、 

我们曾用该方法分析布氏 田 鼠 (MicrOfM$ 

brandti)达乌尔鼠兔 (Ochotos．daurica)的自 ： 

然食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一定范围地区 

内的植物完全可以根据表皮组织的特征鉴定到 

种。虽然目前这种方法对植物的种子和根只能 [4] 

辨认而不能鉴定到种，但它可以联系栖息地内 

食物的丰度和植物的空间分布，研究啮齿动物 [5] 

的优化觅食策略，以及植物对啮齿动物取食的 

防御策略(如植物的避难策略)等一些生态学问 [6] 

题。通 过这些研究工作可以加深人们 对植食性 

啮齿动物食物选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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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物学原理》(第二版) 

E．Mayr及P．D．Ashlock 著o 1991年纽约 

McGraw—Hill公司出版o ××+ 475页。定 

价 $39．95U．S．o 

本书是 1969年出版的 《系统动物学原理》 

Princi pies of Systematic Zoology．Second Edition． 

·

(E．Mayr 著) 的修订本。 全书分为微观类学 

(Microtaxonomy)(第 l一5章，第 l—ll0页)、 

宏观类学 (Macrotaxonomy)(第 6一l 1章，第 

1'1 l一322页)、方法论 (Methodological Issues) 

(第 l2一l4章， 第 323—4O6页) 及术语汇编 

(Glossary)(第 4O7—433页)四部分。其中，微 

分类学和方法论二部分只是在 1969年第一 版 

的基础上作了个别修订并删去了 1964年 颁 布 

_豹第二版《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该二部分系统 

地介绍了动物分类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内容 

涉及物种概念、分类阶元、分类程序及其方法、 

动物学命名法规等。书中的宏分类学部分介绍 

并总结了自6O年代以来生物分类学理论和方法 

豹进展与论争以及几大主要分类学派的哲学思 

想与工作方法。对于支序分类学派(Cladistics)， 

Mayr指出：“毫无疑问，Hennig给宏分类学的 

方法论带来了革命。 Hennig的方法论的优点 

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有必要特别单独加以指 

出：1．它重新强调了由于分类单元 (Taxa)就 

是进化产物因而在分类单元的定界过程中应对 

该事实加以充分考虑的概念。 2．它采用 了 能 

明晰阐明种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即对分类特征 

(Taxonomic characters)的详尽分析。 这一方 

法的优点之一是它常常能在不利用化石材料的 

情况下通过对现生类群特征的分析对系统发育 

作出推断，而这种推断又可由化石材料来加以 

检验”(第 207页)。在对待有关并系(Paraphyly) 

的问题上，Mayr仍就坚持他早期的观点，即认 

为支序分析 (Cladistic Analysis)是可取的，而 

支序分类 (Cladistic Classification) 贝日是不可 

取的。他指出：“很显然，在分类识另Ij过程中取 

消并系类群 (Paraphyletic Groups)的建议不 

仅行不通和带有破坏性而且在科学上也是站不． 

住脚的”(第 225页)。 

(粱爱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舛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