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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种群密度。且 D=N／样方面积；r，是 

样方内个体平均距离的期望值。R= ／ ， 

R=l时为随机分布．R<1为聚集分布，R>1 

为均匀分布。R背离 1的显著性指数 

c = = 

Ic>1．96或2．58，则R偏离1的显著水平分 

别为 5％和 1％。 

种群聚集度的测定运用了 T形距离取样 

法和负二项分布法 前者可得出一个空间格局 

指数(c)和它的显著性指数 Zc；分布距离指数 

(I)和它的显著性指数 zi。其中： 

C=IlN{∑ N 2， 2 + )]} 

z，=(f一0．5)／ 1／(12N) 

⋯ ⋯
∑ )。  ̈

五 =(I一2)／{4(N 一1)／ 

[(N +2)(N +3)]i112 

， 是第i个随机点到其最近个体距离，Y， 

是个体到其最近邻体 的距离，N 为取样点总 

数。由于它采用了“半个飞机”的取值法l5】，报 

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为样方在分布格局评价中造 

成的误差。c=1／2为随机分布，小于 1／2为均 

匀分布，大于 112是聚集分布。C偏离 1／2的 

显著性由正态分布表(P=0．05，Z：1．96)确定 

zc的显著性。I=2时随机分布，小于 2为聚集 

分布，大于 2时为均匀分布。zi同zc具有相同 

功能。 

利用BASIC语言编程检验样本与负二项 

分布模型的一致性： 

ID=5--； 

d(ID 的 显 著 性 指 数 )： 2X2一 

(N一1)一1 

X。=∑ ：。：[(如一 )。／ )]； 

格林指数 GI： 

和 代表方差和平均数。N是样本总 

数．Fx为第 x个个体实际观测频度，Ex是它期 

望出现频度。n是样本中个体数 目。 

3 结果与分析 

表 1表明了大沙鼠种群个体成员之间空间 

分布格局的生物学信息。鼠一鼠表示前一种鼠 

作为后一种的最近邻体。其生态学含义是某一 

只鼠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种群中受另一只鼠的空 

间分布格局影响的情况。如果是聚集分布说明 

后者对前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使之尽量靠近 ；随 

机分布表示后者的存在位置对前者的空间分布 

格局没有影响，二者关系松散；均匀分布表示前 

者对后者的存在有强烈的排斥作用，使之尽可 

能的远离。 

表 1 大沙鼠空间分布格局的最近邻体分析 

利用 T形取样法获得两个格局指数 c和 I 

以及它们的显著性指数分别为：春季 C=0 79， 

Zc=4．1；I：1 48．Zi= 1 30。秋季C=0．8O， 

Zc=4．69；【=2．97；Zi：2．50。春季样本中分 

布格局指数大于 1／2、Zc大于 1．96表明大抄鼠 

分布趋向于聚集格局。面分布距离指数 I大于 

2，Zi小于 1．96却反映出一个均匀格局。这个 

格局不是指大沙鼠种群的分布，而是指大抄鼠 

每一个“家族”或每一个“鼠集”在其栖息地中的 

分布情况。这是由于 I值仅以点到个体的距离 

为基础( )，它反映的是“点丛”的空间分布格 

局。 

利用 ID指数及检验量 d测定样本背离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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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布的显著性；利用X2值检验样本与负二项 

分布的一致性。GI指数不随样本数和平均数 

的改变而改变，利于比较。观测结果见表 2。 

表 2 负=项分布检验对照表 

春秋两季 GI指数均大于零，ID指数大于 

1，d大于 1．96，说明大沙鼠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呈现明显的聚集分布。 检验结果，其 x 值 

均小于临界值，说明符合负二项分布。 

4 讨 论 

调查中发现，大沙鼠的最适生境为盐爪爪 
一

白刺固定、半固定沙丘。大沙鼠洞群呈岛状 

分布于这一生境中。通过对每一个洞群内大沙 

鼠捕尽、解剖后发现，夏秋季单个洞群内往往由 

1至几只雄性成体、1只雌性成体和数只幼体、 

亚成体组成；春季则少见幼体出现。单个洞群 

内的鼠之间关系较亲密，如以洞群为单位晾晒 

食物，出洞觅食遇到危险时呜叫示警等等。综 

上不难看出大沙鼠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生活 

活动的。正是这种“家族”的生活方式导致大沙 

鼠种群呈现明显的聚集分布。 

大沙鼠对食物和栖息地的要求非常严格。 

高覆盖度的盐木植物群落和砂质土壤这种非地 

带性生境在我国的分布极其有限，因此大沙鼠 

“家族”之间对食物和活动空间的争夺非常激 

烈。通过T性取样法中I值的分析，我们发现 

在食物匮乏的春季大沙鼠“家族”之间呈均匀的 

分布格局，每一“家族”都尽量排斥，使之相互远 

离。但大沙鼠“家族”之间是否具严格的领域 

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同性别的大沙鼠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决定 

因素相异，下面做逐一探讨。 

雄鼠～雄鼠 春季大沙鼠开始繁殖活动， 

雄鼠之间的攻击性行为增强，表现为均匀分布， 

这是雄鼠为争夺雌鼠而尽量排斥同性成体所 

致。秋季繁殖活动基本结束，雄性大沙鼠睾丸 

下垂已不明显，它们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虽 

然 R值大于 1，但 表明 R并不显著偏离 1， 

呈现出由均匀向随机分布过渡的状况。 

雄鼠～雌鼠 很 明显，在繁殖期内雌鼠对 

雄鼠有很强的吸引力，雄鼠只有最大程度地接 

近雌鼠才能成功繁殖后代，它们之间表现强烈 

的聚集分布格局。而繁殖期过后的雄鼠更注重 

高质量越冬栖息地的选择，与雌鼠的空间分布 

格局也开始向随机分布过渡。 

雌鼠～雌鼠 雌鼠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以 

成功地进行当年的繁殖活动，在繁殖开始后即 

呈现竞争性很强的均匀分布，直至繁殖结束后， 

其它雌鼠对其生殖已不构成威胁时，雌鼠之间 

的关系开始缓和，其空间格局开始向关系不甚 

紧张的随机分布转换。 

综上所述，雌鼠的行为针对其生存空间，而 

雄鼠的行为是为了接近雌鼠。雌鼠以食物和活 

动空间的占有量来决定其繁殖质量，而雄鼠繁 

殖活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接近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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