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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年变化图 (图 1)，可以看出鼠的分布区 

域逐年下降。1986年秋的分布 区 面 积 最 大， 

】987年春季北部略有下降，到了夏季，分布区域 

向中心收缩，集中在小区 A，而小区 B、C的鼠几 

乎绝迹，仅留下废弃鼠洞。1 988和 1989年分布 

区进 一步缩小，只剩下零星几个孤立的小区，到 

1989年秋只有几个洞群了(图 1)。结果表明，布 

氏田鼠在当地的分布区域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醚开山丘；(2)避开季节河河床和芨芨草滩 ；(3) 

主要分布在季节河两侧；(4)分布区缩小时，向 

季节河两侧收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氏 

田鼠生境选择策略 。 

2．2 布氏田鼠数量的年 际 动 态 1 987、1988 

年 ，鼠密度都保持了单峰形季节动态(图 2a)，这 

主要是由其繁殖特征所 决 定 的 。从 I 987到 

1 989年 鼠密度逐年下降。由于 鼠漏密 度 与 鼠 

密度的相关性 ，鼠洞密度的年际变化与鼠 密 

度一致，并且和分布区域的逐渐缩小相同步(图 

2b)。研究区的气候条件适宜 布 氏 田 鼠 的 生 

存 ，但 80年代初以前 ，从未有过大发生(引自 

锡蒙鼠疫防治站资料)。可是从 1 98 5年 以 来， 

布氏田鼠数量迅速上升 (根据锡蒙鼠疫防治 站 

的鼠情监察)，代替原来的优势鼠种一达乌尔黄 

鼠 (Citellus~itellus dauricus)，成为 主 要 鼠 

种。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过度放牧使得研究区内 

的草场退化，为布氏田鼠提供了最适生境[6_t12， 

布氏田鼠种群得以兴盛。1987年以后 ，布氏田 

囝 2 布氏田鼠种群数量的年际动态 

a·鼠密度； b-鼠洞密度 

图中 A B·c·D 分别代表图 I中的每个小区 

· 36 · 

鼠数量逐渐下降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致 ，如布 

氏田鼠种群存在密度负反馈调节作 用“ ，还 

可能由于布氏田鼠分布区边界的脉动所致 ，即 

低数量年分布区域狭窄，高数量年分布区域向 

外扩展 。 

2．3 种群年际动态的周期性 在布氏 田 鼠 数 

量高峰年之后通常有两年左右的低数 量 期u ， 

布氏田鼠种群动态存在上升年、高峰年和下降 

年 。《草原鼠害及其防治》一书中曾提到，在 

蒙古人民共和国 ，通过 调查鼠类天敌毛皮的收 

购数量，发现布氏田鼠每 1 2年有一次数 量 高 

峰，但有人通过连续1 7年的调查，认为布氏田鼠 

种群动态为不规则的剧烈数 量 变 动n日。可 见 

布氏田鼠种群动态有无周期性，研究结果不尽 

相同。 

判别一个啮齿动物种群是否有 局 期 性 动 

态，Ostfeld“ 、T~itt和 Krebs“ ，提出了两个 

指标，前者计算种群密度的以 l0为底的 对 数 

值 ， gX，X为种群密度 ，并求 logX的标准差 

S，如果 S< 0．5，则种群无周期性年动态 ，如 

果 S> 0．5，则种群存在周期性动 态 ，周期波 

长度为 3—5年；后 者 计算春季种群密度的 自 

然对数，InX，并求其方差 S ，如果 S < 0．5， 

则仅有季节动态，若 S > 1．0，则有周期性 年 

动态。通过计算研究区内布氏田鼠种群 密 度， 

得出 S一 0．434(n一 1 5)，S 一 o_771(n一 5)， 

故可能不存在周期性数量的年动态。但根据张 

洁等(1979)的数据 ，计算所得结果，s一 0．274 

(n一 22)< 0．5，S 一 1．108(n一 5)> 1 0，说 

明在布氏田鼠地理分布的中心区域，年际动态 

可能存在周期性。TaRt和 Krebs认为田鼠属动 

物的种群动态可规为三种类型，年内的季节动 

态、几年的周期性动态和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 

型动态“ ，布氏田鼠有几年的周期性动态尚难 

下最后的结论，但存在季节动态是可以肯定的。 

动物在其地理分布中心区和边缴区的种群年际 

动态可能存在差异，中心区的种群动态相对可 

能稳定些，边缘区的种群波动可能大些，这是一 

个十分有意义问题，如果能深人探讨、找出规 

律 ，对 于种群 生态研究将 会起到 很 大 的拮动 作_ 

葺 、哎 柱  ̂ 、十 v 铂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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