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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扩散型指标(I8)．聚块性指标(M ／m)和 

负二项分布 k值倒数 ca指标等四种方法对不 

同样方面积和季节大沙鼠鼠洞聚集度做了测 

定。 

计算公式如下： 

扩散系数 C=s2／茄 

s2为方差．面为鼠洞平均密度 

扩散型指数 Ia=n[∑ L( 一N)／N(N一1)] 

n为取样效，X为第 i个样方中鼠洞数，N为 鼠洞 

数 

平均拥挤度 M ：丽+ ／市一1) 

聚块性指数 M ／ 

负二项分布中的 K m ／(sz—m) 

ca指标 ca=1／k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1 不同样方面积太沙鼠鼠润聚集度指标比较 

指数呈现随样方面积增大而越来越强烈的聚集 

分布。冬春季，当样方面积小于 10×lOm其分 

布型为随机状态；小于 25x 25m分布型为均匀 

状态；大于25×25m为明显的聚集分布。根据 

1wao(1971)将不同样方面积与聚块性指数制成 

曲线来估计大沙鼠的“个体群”表现面积(见图 

1)．夏秋季曲线在 25×50m到 50 X 50m样方面 

积处出现明显陡坡，反映出大抄鼠洞系秋季表 

现面积为 25×50m到 50×50m之间；由冬春季 

曲线估计大沙 鼠春季表现面积为 i0×lOm到 

10×20m之间。 

表 1中 e值是便利的参考指标，但聚集度 

即使相同，当平均数变化时．其数值也随之变 

化，固此不便于比较。I8指标则克服这一缺 

点，不随平均数大小而变化，具有不同平均数样 

本之间进行 比较的能力。ca指标是负二项分 

布 K值的倒数，Ca<0表现随机分布．Ca：0为 

均匀分布，ca>0为聚集分布。表中结果说明 

M ／面，I8，Ca指标在测定大沙鼠聚集度时表现 

较敏感且结果一致 

『日 

＼ 

譬 

图 1 聚块性指标曲线图 
一 表示夏秋季曲线(1O一11月1 

— — 表示冬春季曲线(4—5月) 

图中横坐标序号与表 1序号相同代表样方面积 

f：10—11月 ；**；4—5月 

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样方面积及不同季节 2．2 大沙鼠单个洞口空间格局的测定 采取 

大沙鼠洞口分布型存在着差异。在夏秋季，当 T形取样法利用Basic语言编制程序获得空间 

样方面积小于 10×10m时其分布型为由随机 格局指数c，分布距离指数 I，统计量(显著性指 

到均匀的过渡态势，至 100×1。0 不同聚集度 数)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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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指数 

C=1／N{∑ l[x ／( + )]} 

xi是第 i个随机点到其最近个体距离，yi 

是个体到其最近邻体的距离，N是取样点总数。 

空间格局指数的统计量 

Zc=(c一0．5)／(1／12N) 

分布距离指数 

z 川 鑫 
分布距离指数的统计量 

Zi=(I～2)／{4(N一1)／[(N+2)(N 

3)]}1／2 

结果 C：0．78，Zc=6．96，I=2．32，Zi= 

1 2O，这个空间格局指数大于 1／2，分布距离指 

数大于2，表明大沙鼠洞口呈聚集分布格局的 

趋势。对于 c的 z值大于 1．96表明大沙鼠单 

个洞群洞口分布显著背离随机性而趋向于聚集 

性；对于 I的z值，在正态分布表中获得它的概 

率也大于 5％。 

3 讨论 

3．1 大沙鼠是以“家庭”和复杂集群洞系为单 

位的群居性鼠种I5一，其家庭成员数量有明显的 

季节变化，春季少于秋季。能够为大沙鼠提供 

充足食物来源并且适合其栖息的生境非常局 

限。在调查地内植被简单，该鼠的最适栖息地 

为白刺 +盐爪爪固定、半固定沙丘和盐爪爪 + 

红柳低洼湿地，因而造成大沙鼠的食谱较窄，食 

物来源只限于白刺，盐爪爪，红柳和滨藜等一些 

盐生植物。而且，它对栖息地地形地貌的要求 

也非常严格，需有沙丘，土岗或开扩地以便于了 

望和个体间的相互联系。 

3．2 Petberion和 Frey(1984)认为，聚集意味 

着许多个体聚集在生境中相对适宜的部分，这 

是由于其先天行为的群居因子和种内相互作用 

因子造成的 6】。大沙鼠鼠洞呈聚集分布正是 

由于该鼠的“家庭”生活和对有限栖息地争夺所 

产生的。大沙鼠洞系庞大复杂，在其洞系中常 

有一个中心区，或处于盐爪爪稀疏的开扩地带， 

或处于自刺固定沙丘上，这里洞口密度大，利用 

率高，是大沙鼠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洞口，只有少 

数洞口深入其摄食环境中，这些洞仅供大沙鼠 

在取食受惊时避难用，这与该鼠日间活动量大， 

但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这一特点相吻合，从而导 

致其单个洞群内洞口呈聚集分布。 

3．3 大沙鼠对鼠洞的利用呈季节性变化，夏、 

秋两季幼鼠已出窝活动，但尚未分居，洞系内鼠 

密度上升，洞 口利用率增加，堵洞后盗开率较 

高。因此大沙鼠洞口分布型在此期间趋向于聚 

集分布。大沙鼠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差，在 

夏、秋季常选择背阴洞口出入以避免阳光直射； 

冬、春两季多风沙，由于分居、食物缺乏等原因， 

洞系内鼠密度下降，其洞口分布型也趋向于均 

匀分布。为了保持洞口温、湿度恒定，迎风处的 

洞口大部分废弃不用，被风沙掩埋后也不盗开， 

大沙鼠只保留步数朝向西南方的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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