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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背蟾蜍繁殖种群食物多样性 

及营养生态位的研究 

周立志 宋榆钧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长春 130024) 

摘 要 作者于1995年4～5月份在长春市调查了花背鳙蜍繁殖种群不同繁殖时期的食性，井通过食 

物多样性和营养生态位对食性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繁殖种群繁殖后的食物多样性指数、营养生 

态位宽度较繁殖期为大；繁殖期和繁殖后的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及营养生卷位重叠值小，而食物百分 

率相异性及营养生态位分离值大。繁殖期雄体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及营养生态位宽度均大于雌俸，繁殖 

后雌体的食物多样性指教及营养生卷位竟度均大于雄体，雌雄个体问的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及营养 

生卷位分离值小。摄食活动性受繁殖影响，井随繁殖结束而增强。 、 

关麓调 花背鳙蜍 繁殖种群 食物多样性 营养生态位 

花背塘蜍(Bufo rad．d~)以昆虫等小型无 

脊椎动物为食_lq】，在东北地区的冬眠期为上 

年 10月至当年4月份，4月中旬后出蛰_3 】。 

冬眠是动物对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及食物短缺的 

适应 J，因此，出蛰后需获得大量食物补充肌 

体的营养消耗。然而，花背塘蜍出蛰后便进行一 

繁殖活动H- 。为了解繁殖种群的繁殖活动对 

摄食活动影响程度，笔者于1995年4～5月在 

吉林省长春市对花背塘蜍繁殖种群的食物多样 

性及营养生态位进行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工作地点和方法 

工作地点 长春市地处东经 43．9‘、北纬 

125．3。，属大陆季风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4～ 

5E，降水量 500～600m~ 春季升温迅速，4、5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6--8℃和15℃，降水量50～ 

70rm~ 调查地点为该市伊通河衷岸的河滨公 

囝。公囝远离市区，游人相对较少，其内草木、水 

池多，尤为适合花背塘蜍繁殖和摄食活动。 

工作方法 采集繁殖期和繁殖后的个体， 

在1小时内(或当场处死后)带回实验室剖胃分 

析食性。由于植物性食物和其它杂物在胃内比 

例极少，故不作统计。动物性食物成份除少数 

鉴定到目外都鉴定到科，统计各类动物在胃内 

出现的数量和频次。 

数据处理 K= 1／Nl、P=n2／N2分别 

计算各类食物的食物量百分比和食物频率百分 

比。其中 1、 2分别为某类食物在胃内出现 

的数量和频次，N1、N2分别为各类食物在胃内 

出 现 的 总 数 量 和 总 频 次L7]。 H = 一 

∑P．1q 【5 计算食物多样性指数，其中P．为 

第i科食物在胃内的食物量百分比。PS= 

∑P． b]计算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PD= 

1一Ps 计算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B=1／ 

∑P 219]计算营养生态位宽度，其中P 为同一 

时期某类个体或同一个体在某个时期的i科食 

物频率百分比。O=1一I／2∑IP“一P I【 0 计 

算营养生态位重叠，P P 分别为相对应的同 
一 时期的某类个体或同一粪卞体在某个时期的 

i科食物频率百分比。S=1一O计算营养生态 

位分离值。 

2 结 果 

2．1 繁殖种群的胃拴结果 花背螬蜍4月中旬 

第一作●升掘：周立春，男，34岁，讲师，碰士，中营科学皖动 

暂所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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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蛰八水，5月中旬后陆续结束繁殖，离开水 

域，在陆上活动。因此，以5月中旬前采集于水 

域的个体代表繁殖期个体，5月中旬后采集于 

陆上的个体代表繁殖后个体。94只繁殖期个 

体(69 ．25旱)的空胃率达 69．23％．其中雌体 

中空胃率达 92．00％，雄体空胃率达 60．87％， 

60只繁殖后个体 (33 ，27旱)的空 胃率仅 

5．00％．其中雌体空胃率为 1．67％，雄体空胃 

率为3．33％。可见，花背蟾蜍繁殖种群摄食活 

动性小，雌体表现更突出；繁殖后，种群的摄食 

活动较为活跃。 

从摄食成份上看．繁殖期食物隶属于 3纲 

9目，仅昆虫纲占7目l2科成虫及部分科的幼 

虫(见表 L)；繁殖后食物隶属于 4纲 9目，仅昆 

虫纲占 7目22科的成虫和部分科的幼虫 (见 

表 2)。 

衰 1 花背■壕繁殖种群繁殖期的食物成份(剖胃94只：69 、25旱．空胃65其：62 、3旱) 

Tabk 1 Food咖 p吼蛐b 0f reproduemthne~population of丑咖 ，u甜 d州 mprodution 

食物类别 

Food c~tegory 

旱 旱 

(食橱量：共、百分比) 
(Amount intake,number、peremt) 

旱 旱 

(食物鞭率：次、百分比) 

(FZtXlUeney of 妇 ；d蹦 、p竹0eln) 

2．2 繁麓种群的食物多样性置蕾养生态位 

依据表1、表2求得繁殖种群的食物多样性指数 

(H)、百分率相似性指数(PS)、百分率相异性 

指数(PD)、营养生态位宽度(B)、生态位重叠 

(0)、生态位分离(s)(见表3)。 

花背螬蜍繁殖种群繁殖期以及繁殖后在食 

物多样性及营养生态位上体现的特点是：(1)繁 

殖期，雄体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及营养生态位宽 

度均大于雌体的，雌雄间的食物相似性指数及 

营养生态位重叠值均较小，相异性指数及生态 

位分离则较大。(2)繁殖后，雌体的食物多样性 

指数及营养生态位宽度均大于雄体的，雌雄个 

体间的食物相似性指数及营养生态位重叠值较 

大．相异性指数及生态位分离则较小。(3)繁殖 

种群繁殖后的食物多样性指数、营养生态位宽 

度均大于繁殖斯的，食物百分事相似性指数及 

营养生态位重叠小，而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 

及营养生态位分离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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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花霄■蟓繁殖种群繁殖后的食物成份(剖胃60只：33分、27gr．空胃3只：2矛、l旱) 

Table 2 Food ∞ 瞳p0删 乜 of pm dⅡc廿Ye popalatl~ of口 radde／_fter rq 廿蚰  

裹3 花背囊峰繁殖种群食抽多样性夏曹养生态位 

Tabk 3 Food di,m ~ tro~ C nlche 0f件 I-ct popmlmtl~ of口咖 用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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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生态多样性既反映群落中种数多少，又体 

现各种之间相对丰富度，是种数和均匀度混淆 

起来的一个单一的统计量 1“，生态位宽度是物 

种利用或趋于利用所有可利用资源状态而减少 

种内个体的相遇程度 · ，” ；生态位重叠是两 

个种对一定资源状态的共同利用程度 ；相似 

性系数则可以比较任何两部分的相似程 

度【5,15】。因此，食物多样性指数和营养生态位 

的宽度体现繁殖种群食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对食 

物资源利用情况，而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营 

养生态位的重叠值以及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 

和营养生态位的分离值则体现不同时期不同性 

别个体间食物成份的相似和相异程度。花背蟾 

蜍食物多样性、相似性及营养生态位体现的特 

点表明，花背蟾蜍繁殖时对食物资源的利用范 

围较小，可见．繁殖活动限制了摄食活动。与活 

跃的繁殖活动相伴随的少量摄食活动表明花背 

蟾蜍出蛰后将积极地进行繁殖活动，从而取得 

了繁殖的良好时机，保证后代获得有利的生存 

机会。此时，摄取营养显得不十分重要，表现为 

几乎不摄取食物_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 

繁殖期没有摄食倾向，较小的食物多样性指数 

及营养生态位宽度和较大的繁殖后的增值，意 

味着繁殖现象掩盖了较强的摄食倾向。求偶呜 

叫、抱对、产卵排精等繁殖活动减少了摄取食物 

的机会。对于雌体来说，高的怀弗量【3 】增加 

了体重，减少了活动性。此外，雌体在内分泌系 

统及神经系统作用下，其摄食活动则受到更大 

的限制．表现为食物多样性指数和营养生态位 

宽度较雄体为小。种群一旦结束繁殖则广泛地 

利用和积极地开拓食物资源，从而使冬眠和繁 

殖引起的生理消耗得以补充。花背蟾蜍繁殖种 

群繁殖前后的食性变化体现了有机体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对自然选择的适应能力。 

致谢 本文承安徽大学生物系王岐山先生审 

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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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DIVERSITY AND TROPHIC NICHE OF TRE BREEDING 

PoPULA1 oN 0lF BUF0 RADD I 

ZH0U Lizhi SONG YIljun 

Sehco~。，L SCabieS． nNormalUnlv~rslty CAangchun 130~2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od hebit of the breeding population of Bufo raddei，the fo6d diversity 

and trophic niche were studied in Changchun，Jilin province in 1995 tram April to M町．Both the index 

of food diversity and the breadth of trophie niche of the popuhfion were greater after reproduction． 

Both the index of food percentage similarity and the overlap of trophic nichP．8 between breeding period 
and pOSt breeding period were lower．During reproduction both the ind ex of food diversity and the 

breadth of trophic niche of the male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females．but were lower after re． 

prodution．Bo th the index of food dissimilarity and the separation of trophie nithe between males and 

fernales were lower after reproduction．Reproduction affected the anima1’8 food intake．The toads did 

riot tske in much food uuti1 finished reproduction． 

KEY WORDS Bufo raddei Reproductive pop／~htion Food diversity Trophie niche 

我国五位科学家荣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奖一等奖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1990年起，设立的优秀建议奖，是一项全国性的科技奖励，也是国内唯一 

专为科学、民主决策设立的全国性软科学奖励．每三年评选一次。1997年 l2月中国科协第三届全 

委会议对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定的优秀建议一等奖8璜、二等奖20项及伯l乐奖4珂，进行了颁奖。 

由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和刘学彦五位鼠害防治专家提出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 

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荣获上述奖励的一等奖。 

五位科学家在建议中提出； 解决我国鼠害问题，要以生态学的观点．综合考察各项措施的有机 

结合与协调，讲求整体效益．是解决当前农、牧、住宅区和各种区域类型鼠害问题的主要对策；控制 

鼠害首先必须建全灭鼠组织、合理选择药物和制定行之有效的巩固措施；建议新闻媒介 要把握好 

正确的科学技术舆论的引导作用，大力宣传科学灭鼠除害、保护生态；国家领导及业务主管部门。采 

取紧急措施，对伪科学的宣传给予制止，对非法生产、销售一氟乙酸类及毒鼠强、毒鼠硅荨剧毒急性 

药进行严厉打击，对泛滥于全国的剧毒“邱氏鼠药”要尽快取缔，以保护广犬人民、膏禽的生命安全， 
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科学尊严．用法律保护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建议发表后引来一场累讼两年半的 邱氏鼠药”官司，1993年底北京市搀淀 院一审判决五位 

科学家败诉．引起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院院士和同行科学家纷鲁I}．联名提案，要塞严萦 

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剧毒农药。在全国各界大力支持下，经许多科技工作者和植物保护、动物、预 

防医学等全国性学会以及有关新闻单位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错案最终得以纠正，于1995年北京 

市中级法院判决五位科学家胜诉。事实证明。他们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的 蚺点”网题摄出的战略 

性、超前性的政策建议．反映了科技界的心声、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社会各界的赞赏。建议产生了 

重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轰动和新闻效应。 

(本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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