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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蜥蜴(每天换一个)放入笼中，平放在蜥蜴出 

现的地方，5min后，立即用半导体点温计测出 

泄殖腔温度，取得较为准确的数据。并将 1990 
— 1992年所测到的数据整理成表(见表1、表2)。 

表 1 4月份各项数据表 

31．3=7．3 23．0±2．6 27．7±6．1 2o．7±1．1 51．8±4 1 

32．7±5．3 26．8±3 1 27．7±4．1 22 4±2 4 62．1±12 7 

32 B±5．3 30．4±4．9 27．B±4．5 24．7±3．5 58．2± 19 1 

32 8±5．9 33．8±5．2 27．2±3．B 27．1±3．2 56．1：2B．6 

33．5±4．6 34．4±6．7 29．B±5 6 26．o±3．7 57 2=24．1 

35．7±6．0 36．0±5．5 29．4±5 1 27．5±5．3 55 9±22．3 

36．4±7．6 37．1=6．7 2B．6±4 9 29．4±5．6 50 3±22．2 

31．7±5．6 31．9±6．7 27．2±4．6 26．6：5．8 39．8±21 8 

31．5±5 1 31．4±5．9 26．9±6．3 25．3±5．2 33．3±l7．2 

27．0±0．8 33．B±1 5 25．8±2．5 29 4±1．5 17．3±8．3 

29．0 34．0 27．2 29．4 27 5 

46．9 9．2 16．0±0．9 47 9±14．7 21 7±1 9 3 

58．7 10 16 7±2．1 51 4±16．4 24 8±3 4 17 

67．9±17．2 1B．B±3．1 49．7±19．0 25．9±3．3 3B 

75．2±19．1 19．6±2 9 52．6±15．5 26．5±3 4 27 

72．2±27 19．2±3 5 53．9± 13．6 26 5÷3 1 32 

72．9±22．8 19．3±4．7 51．7±15．9 28．1±4 0 27 

70．7±24 7 21．4±4．6 48．1±1．8 29．2±4．4 32 

50．1±21．B 20 0±4．9 53．1±15．8 26．2=4．6 36 

46．2±19．6 20．7±4 7 54．6 1B．5 26．6=4．9 28 

36．7 12 1 22．3±0．5 52．4±2．2 25．6±1．I 2 

17．3 20．3 71．5 25．7 1 

32．7±3．9 24．9±3．2 28．6±3．9 23．3±2．7 57．2±13．1 40 5±7 1 21．5±2．3 56．8±14．4 26 6±3 7 22 

33．9±4．5 30．7±3．9 30．6±4．3 27．2±3．0 56．6±13．2 50．5±131．8 22．6±4 3 55．5±17．0 20 0±3 1 7B 

36．1±5．4 36．1±4．9 32．3士4．6 30．5±5．0 56．6±19 1 71．1±12．2 24．0±5．2 50．5士18．9 30．9±3．4 90 

35．6±7．2 36．5±8．3 31．5±7．9 30．0±3．1 50．6±23．4 77．2±18．0 23．3±6 3 48．3±16．8 20．6±5．4 39 

36．B±6．8 37．4±9．3 31．0±6．3 29．3±7．8 56．7±21．7 77．0±20．0 22．0±6．2 48．7±20．0 29 2±5． 50 

36．5±5．6 38．3±0．4 31．2±5．0 29．6±7．9 52．0±24．7 70．0 23 0 22．1±7．4 51．6±15．6 20．2±5．3 34 

37．6±5．8 41．2±9．9 32．9±5．5 32；8±7．4 45．3±18．8 73．8±19 7 24．8±7．1 47 3±17．8 31．2±6．1 30 

35．4±4．5 40．0±9．2 32．4±4．8 34．1±8 3 31．1±15．0 60 7±22．8 27．6±5．6 49．6±16 4 30．9±4．6 44 

34 7±2．9 40．5±6．7 33．0±2．6 36．5±6．0 20．9±10．B 51 9±21．8 28．8±4．8 5o．{±15．2 32．9±2．6 54 

34．5±3．1 40．5±3．6 33．2±2 3 37．1±3 2 17．4±9 6 45．4±0．2 31．7±2．5 51．3±17．6 33．4±2．0 37 

33．5±3．7 越 6±3．7 32．2士3 3 31．8士3．3 17．9±7．2 21 7士7．0 加 0±3．1 50．4士14．3 31．2士3．3 21 

31．0±0．9 29．1±28．6 31 1±1．3 28．6±2．6 10．0±20 5 10．6±1．2 28．3±3．0 61．7±13．2 30．0±2．7 5 

3 结果分析 

将测到数据进行整理、归类，从以下几方面 

来探讨春季环境因子对密点麻蜥体温的影响。 

3．1 地沮对密点麻蜥体沮的影响 地温测定 

的是地面温度。4月份棉点麻蜥体温与栖息地 

地温的相关直线公式为 Y=13．68+0．38x，其 

相关系数r=0．54，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但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测定(t检验)，表 

明}P>0．05。说明密点麻蜥体温与栖息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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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并无密切的相关关系。相反，体温与平地地 

温却有极密切的相关关系(P<0．01)。可认为 

这与植物的盖度有关(另文讨论)。 

同4月份一样，5月份密点麻蜥的体温与 

栖息地地温也无密切的相关关 系(a=23．47．b 

=0．20，r：0．18，P>0．05)。但与地温却有极 

密切的相关关系(a 21．37，b 0．25，r=0．72， 

P<0．01)。 

3．2 近地温对密点麻蜥体温的影响 所谓近 

地温，我们测定的是离地 10cm左右大气温度。 

通过 t检验测出，4月份密点麻蜥体温与栖息 

地近地温无密切 的相关关系(a=4．17．b= 

0．79．r=0．48，P>0．05)，而与平地近地温密 

切相关(a 13．48'b=0．48，r：0．72，0．01<P 

<0．05)。但在 5月份，密点麻蜥体温与其选择 

的栖息地近地 温(a=一12．44，b=1．35，r= 

0．95)和平地近地温(a：16．35Ib=0．45，r： 

0．95)都有极密切的相关关系(P<0．01)。 

3．3 密点麻蜥体温与气温变化的关系 密点 

麻蜥体温的变化与气温的高低也有密切关系， 

其变量之间的相关直线公式为： 

4月份：Y(气温)=12．85+0．68x，r：0．67 

5月份：Y(气温)=19．49+0．42x，r=0．82 

由此可见：气温与密点麻蜥之间呈正相关 

关系。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测定，可以了解 

到：4月份的气温与密点麻蜥体温之间具有密 

切的相关关系(0．01<P<0．05)，5月份则具有 

极密切的相关关系(P<0．01)。 

3．4 密点麻蜥体温与光照度的相关性 由表 

1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4月份密点麻蜥体温与 

栖息地的光照度呈疋相关关系(a：25．91， b： 

0．004，r：0．027)；与平地的光照度也呈正相关 

关系(a=23．729tb=0．042，r：0．415)。但相 

关系数的显著性测验表明：密点麻蜥体温与二 

光照度没有密切的相关关系(P>0．05)。 

由表 2又可以计算出，5月份密点麻蜥的 

体温与栖息地光照度呈负相关(a=32．851，b= 
一 0．063，r一 0．632)，与平地光照度也呈负相 

关(a=30．77，b=一0．008，r=一0．95)。相关 

系数的显著性测验表明：密点麻蜥的体温与栖 

息地光照度有 密切的相关关系(0．叭 <P< 

0．05)，而与平地光照度没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P>0．05)。 

3．5 栖息地高度与密点麻蜥体温的关系 由 

表 1可以看出，4月份密点麻蜥的体温与所在 

栖息地高度之 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 系(r= 

0．006)．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测验也证明了这一 

点(P>0．05)。 

从表 2看出，5月份密点麻蜥的体温与栖 

息地点高度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r= 

0．40)，t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即：P>0．05。 

4 讨 论 

由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春季密点麻蜥活 

动时间的体温与栖息地的各种温度变化一致， 

而且多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从地温对密点麻蜥体温的影响可以知道： 

无论是 4月份还是 5月份，其体温与栖息地地 

温并无密切的相关关系，而与平地地温则关系 

密切，说明决定密点麻蜥体温的地温是平地地 

温，而不是栖息地地温。 

同样，从近地温对密点麻蜥体温的影响可 

以得出．密点麻蜥的体温取决于平地地温，而与 

栖息地地温关系不大。无论是 4月份还是 5月 

份，密点麻蜥的体温与气温之间都有密切的关 

系，说明气温的高低是决定密点麻蜥体温的一 

个重要因子，同时也对其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从体温与光照度的关系中得出，体温与光 

照度没有密切的相关关系，是 由于光照度受云 

彩、水汽、植物盖度等的影响较大，变化快，不稳 

定。而 5月份密点廓蜥的体温与栖息地光照度 

有密切关系，又是由于 5月份的光照比较强烈， 

密点麻蜥对栖息地的选择是为了找到更适合于 

其体温维持的光照度。而体温与栖息地地温、 

栖息地近地温关系不大，也是由于栖息地温度 

随着其活动变化较大，相对地不如平地温度稳 

定，即气温、平地地温、平地近地温的相对稳定 

更适合于密点麻蜥的体温维持。 

栖息地的高度与体温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对此可以认为密点麻蜥对高度的选择，只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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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利于它们的避敌和捕食(因为其所食的昆 

虫在植物上活动较多，而沙包上白刺等植物也 

较多)，而与体温不存在相关关系 

致谢：本文得到兰州大学生物系刘乃发副教授 

和商丘师专生物系石洪礼副教授的指导和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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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北山三种蜥蜴春季食性分析 

陈小募 三塞 、／ 龚大洁 

甘肃农业大学兰州730070) (西北师范大学兰 姗 ：5》9 - 
摘要 兰卅l地区密点麻蜥、丽斑麻蜥和草原沙蜥的春季食物均为动物性食物。无论在栖息地重叠地区 

还是非重叠地区，三种蜥蜴的食物种类在种间均无显著差异(F：0．861，dfT=2，df￡=36，P>0．05)。种 

内不同性别和年龄食性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 蜥蜴 密 氨麻蜥 丽斑麻蜥 草原沙蜥 食性 春季 兰州 
— —  一 — ． ——— —一 ● —— ——— -—¨  

兰州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密点麻 

蜥(Eremias multiocellata)、草原沙蜥(Phryno- 

cephalus forntalis)和 江 苏 赣 榆 丽 斑 麻 蜥 

(Eremias argus)已有报道_1 J，三种蜥蜴以动 

物性食物为主．但关于这三种蜥蜴春季食性的 

比较和不同性别、年龄的食性差异则未见报道。 

本文主要对兰州西郊北山及其附近农田里的三 

种蜥蜴春季的食性进行比较研究．并探究其种 

间食性的异同，种群内部不同性别和年龄的食 

性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密点麻蜥、丽斑麻蜥和草原沙蜥 

在兰州于 3月底．4月初出蛰。密点麻蜥主要 

分布在兰州北山山腰阳坡，是北山的常见种．分 

布海拔较高。丽斑麻蜥主要分布在山脚下至黄 

河岸边的农田。草原沙蜥主要分布在平坦的山 

顶，但在平坦的山顶三种蜥蜴栖息地重叠。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 1993年 3—6月在 

兰州北山进行。1O：0o一16：0o在蜥蜴活动高 

峰期捕捉，立即处死，解剖。将胃、肠浸于 8％ 

甲醛保存液中各检。室内在 XTB-1型解剖镜 

下鉴定半消化的食物，依残存的动物复眼，触 

角、口器、翅、颚、附肢及腹板等进行鉴定。鉴定 

过程中参照蔡邦华Is]和南开大学等五校舍编 

的《昆虫学) ]。同时统计各类食物的个体数。 

依体长、性腺发育程度和斑纹差异三重标 

准．将三种蜥蜴划分为成体和幼体两个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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