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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 月采用铗夜法!对云南香格里拉县海拔 " +## *& +## 3范围内的小型兽类进行了调

查!并分析了群落中各物种的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和生态位重叠指数大小与其沿海拔梯度分布的关系

及对空间资源的利用状况& 共捕获 $( 种 ")+ 只小型兽类!其中社鼠 "R#G#G%$3%*8($-)8#+$)&#’中华姬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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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8)&3(&#和大足鼠"C+33)&$#3#5)&#分布的海拔梯度跨度最大!分布范围较广!占据垂直空间生

态位宽!是当地小型兽类群落的优势种& $( 种小型兽类的空间生态位重叠幅度差异很大!大绒鼠 "<H

4#,%3)&#’灰麝鼩"!*(8#5)*+ +33%$)+3+#’中麝鼩"!H*)&&),+ G(*+=#的空间生态位完全重叠%大足鼠’齐氏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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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部横断山区!是我国一个独特的自
然地理区域!不仅是中国横断山区动物区系的
核心地带及关键地区!也是亚洲大陆物种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和多种物种保存’分布’分化’
形成及起源的中心& 有关该区小型兽类的物种
多样性及区系已有一些研究"龚正达等 "##$!
权寿瑛等 "#$#!刘正祥等 "#$"#!但关于该区
小型兽类群落种群生态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年 , *) 月对该区域内香格里拉县海拔 "
+## *& +## 3区间 + 个海拔梯度带内的小型兽
类进行捕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小型兽类的空
间生态位!以深入认识不同种群在群落中的地
位和作用!揭示该地区小型兽类的群落格局及
生物多样性特征!为该地区小型兽类的研究积
累基础生态学资料&

?@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A?@样区概况@香格里拉县地处青藏高原南
缘的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纵谷区东部!位于东
经 ((C"#D*$##C"(D!北纬 ",C+"D*"’C+"D之间!
总面积约 $$ ,$% ]3"&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
高点巴拉格宗"海拔 + +&+ 3#!最低点洛吉吉
函"海拔 $ +#% 3#!属低纬度高海拔地区& 区
内植被为山地寒温性针叶林!森林以云杉
"1#8%+ +&2%*+3+#’冷杉"@:#%&-+:*##等针叶林分
布最广!其次为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 由于突
出的亚高山’高山峡谷地貌!气候垂直分界明
显!植被自然垂直分带与高山气候带排列有明
显一致性& " +## *& +## 3区间!大致可以分
为 + 个带"曾觉民等 "#$$#$
#/" +## *" (## 3"暖性针叶林带#$以云南

特有的针叶常绿树种云南松"1#$)&0)$$+$%$&#&#
为优 势 树 种! 伴 生 灰 背 高 山 栎 "Q)%*8)&
&%$%&8%$&#’矮刺栎"QH4($#4(3*#8"+# 或槲栎"QH
+,#%$+#等组成的云南松林& 该海拔范围也是居
民区’农耕地分布较多的区域!农耕地主要种植
玉米".%+ 4+0&#’土豆" E(,+$)43):%*(&)4#’蚕
豆"]#8#+ -+:+#’小麦"K*#3#8)4+%&3#G)4#等作物%
$/" (## *% "## 3"华山松林 t针阔叶混交

林带#$该区域的植被类型包括华山松 "1H

+*4+$5##林!华山松与云南铁杉"K&)/+ 5)4(&+#
和云南松与华山松组成的混交林!以及华山松与
高山栲"!+&3+$(2&#&5%,+G+0##’滇青冈"!08,(:+,+\
$(2&#&/,+)8(#5%&#’黄毛青冈"!H5%,+G+0##’滇石
栎"9#3"(8+*2)&5%+,:+3)&#等沿河谷生长的阔叶
树种形成的针阔叶混交林& 该海拔范围中部盆
地山谷地段是农牧区及城乡人口集中的片区%

./% "## *% ,## 3"高山松栎林带#$以高
山松"1H5%$&+3+#林’高山栎林’云杉林为主的
植被类型!海拔相对较低区域分布有部分山坡
耕地!主要种植青稞 "M(*5%)4 G),/+*%#’燕麦
"@G%$+ &+3#G+#等%

//% ,## *& "## 3"寒温性针叶林带#$包
括长苞冷杉 "@H/%(*/%## 林’丽江云杉 "1#8%+
,#L#+$/%$&#&#林’落叶针叶林大果红杉 " 9+*#=
2(3+$#$##Y4W/4+8*(8+*2+#林等主要植被类型!其
中长苞冷杉林是主要森林类型%

"/& "## *& +## 3"高山杜鹃灌丛 t高
山草甸带#$ 包 括 毛 喉 杜 鹃 " C"(5(5%$5*($
8%2"+,+$3")4#灌丛’川滇杜鹃 "CH3*+#,,#+$)4#
灌丛’栎叶杜鹃"CH2"+%(8"*0&)4#灌木林’金鳞
小叶杜鹃"CH8+2#3+3)4#灌丛等为主要植被类
型%海拔较高处逐渐为高山草甸!其间生长呈匍
匐状的杜鹃矮灌丛或稀疏的高山刺柏 " E+:#$+
&A)+4+3+#匍匐灌丛&
?AB@研究方法
?ABA?!现场调查!"#$$ 年 , *) 月!在香格里
拉县海拔 " +## *& +## 3高度范围内!对建塘
镇五凤山’小中甸’格咱乡翁水河’东旺乡大雪
山’尼西乡汤堆’三坝乡哈巴等地的小型兽类动
物采用铗夜法进行调查& 在 " +## *" (## 3’
" (## *% "## 3’% "## *% ,## 3’% ,## *& "## 3’
& "## *& +## 3+ 个海拔垂直梯度带内!根据植
被类型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 个样点!在每
个样点分别置铗数不低于 %## 鼠铗& 根据每个
样点的地形!先选择 % *& 条样线!在每条样线
上放置 ’# *$## 个鼠铗!铗距 + 3!样线间距
"# *+# 3& 以鲜炸油条为诱饵!晚放晨收& 各
路线的海拔高度及植被类型’安放鼠铗数及具
体采样点植被特征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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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调查区域及区域内的植被类型$安放鼠铗的数量及样点植被特征
G.28"?@R)’&3 .$".% +";").)*%4)3#"/% )$.##*4; /*O".4&+";").)*%4&*/($*#)*%4%9".(-)$.##"&$";*%4

路线及海拔
.̂?9@

4:A @6@Y495.: "3#

植被类型及安放工具数量
o@;@9495.: 9ZO@=4:A 9W4OO5:;=5‘@

# $ . / "

样点植被特征
o@;@9495.: A5=BW5O95.: .[@4B> 9W4OO@A W@;5.:

三坝
24:X49.7:=>5O
"" ,$# *" (###

,"# b b b b

主要为暖性针叶林云南松林!海拔低的地方!由于人为
垦殖和砍伐!植被较稀!农耕地较多!随着海拔升高!松
林林况改善& 局部沟箐’阴坡上有常绿栎类林!以及多
种阔叶林’灌木生长& \45:6Z1#$)&0)$$+$%$&#&[.W@=!
Y@;@9495.: 5==O4W=@5: 6.7@6@Y495.: 4W@4/R6.:;759> 9>@
46959?A@5:BW@4=5:;! O5:@[.W@=9B.:A595.:=53OW.Y@/V: 9>@
=>4AZ=6.O@! A59B> 759> @Y@W;W@@: .4] [.W@=9/

尼西
-5a59.7:=>5O
"" ’)##

%$# b b b b
主要是再生的稀疏云南松林幼林植被!采样点为山坡耕
地& \45:6ZW@;@:@W495.: .[m?::4: O5:@[.W@=9O64:9495.: .[
=O4W=@Y@;@9495.:/243O65:;O.5:95: =6.O@[4W364:A/

格咱河
I@‘4 5̂Y@W

"% #+# *& +###
b ,"# ,"# %$# ,"#

包括针阔叶混交林!此处也是居民区和农耕地分布较
多的地带!以及高山松栎林’亚高山针叶林’高山杜鹃
灌丛 t高山草甸 & 类植被& J:B6?A@B.:5[@W.?=XW.4A6@4[
35a[.W@=9! >@W@5=9>@3.W@6A5=9W5X?95.: .[W@=5A@:95464W@4
4:A 4;W5B?69?W46[5@6A=!4:A 1H5%$&+3+ 4:A 46O5:@Q)%*8)&
[.W@=9! =?X46O5:@B.:5[@W.?=[.W@=94:A 46O5:@C"(5(5%$5*($
=>W?X=t46O5:@3@4A.7/

小中甸"% $)##
23466U>.:;A54: 9.7:=>5O

b %$# b b b 主要是华山松林& \45:6Z1H+*4+$5#[.W@=9/

建塘镇"% %"##
f54:94:;9.7:

b b %$# b b
主要是高山松栎林!林内混交多为次生落叶阔叶树种&
\45:6Z1H5%$&+3+ 4:A 46O5:@Q)%*8)&[.W@=9/S>@35a@A [.W
9>@=@B.:A4WZA@B5A?.?=XW.4A16@4Y@A 9W@@=O@B5@=/

东旺大雪山
S>@;W@49=:.73.?:945:=

"% ,&# *& ",##
b b b ,"# %$#

主要是高山亚高山针叶林天然林保护植被类型和高山杜
鹃灌丛& \45:6ZB.6A19@3O@W49@=?X46O5:@B.:5[@W.?=[.W@=9
Y@;@9495.: 9ZO@=.[:49?W46[.W@=9OW.9@B95.: 4:A 46O5:@Q)%*8)&
[.W@=9/

!!. b/表示在该条线路的相应垂直带没有安放鼠铗& #/" +## *" (## 3"暖性针叶林# %$/" (## *% "## 3"华山松林 t针阔
混交林# % ./% "## *% ,## 3"高山松栎林带# %//% ,## *& "## 3"寒温性针叶林带# %"/& "## *& +## 3"高山杜鹃灌丛 t高山
草甸带# &

. b/ 3@4:=9>@W@;5.: 5=:.9=43O6@A/#/" +## *% "## 3 "G4W3B.:5[@W.?=[.W@=9# %$/" (## *% "## 3"1H+*4+$5#[.W@=9t
h.:5[@W.?=XW.4A6@4[35a[.W@=9# %./% "## *% ,## 3 "1H5%$&+3+ 4:A 46O5:@Q)%*8)&[.W@=9# %//% ,## *& "## 3 "h.6A 9@3O@W49@
B.:5[@W.?=[.W@=9# %"/& "## *& +## 3"R6O5:@C"(5(5%$5*($ =>W?X=tR6O5:@3@4A.7#/

?ABAB! 小型兽类鉴定!鉴定捕获的小型兽类
的性别’测量形态特征!依据外部特征进行物种
鉴定!对难以鉴定种类的个体!制作假剥制标本
带回实验室进一步鉴定"黄文几 $((+#&
?AC@生态位宽度和重叠指数计算方法@采用
2>4::.:1G5@:@W多 样 性 指 数 公 式 " 孙 儒 泳
"##$#以及 e54:]4公式"e54:]4$()&#分别计算
各小型兽类的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和空间生态
位重叠指数&

"$#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

7#V
,/)

*

OV$
R#O["$J)

*

OV$
R#O#")

*

OV$
R#O6;R#O#

6;*

!!其中!75为物种 5的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
R5d为物种 5在第 d样点"垂直植被带#中的个体
数量%*为调查垂直带的数量 "*H+#& 75的变
动范围从 # 到 $!当 75H# 时!表示在调查的垂
直带中!仅在一个带上捕获该物种%75H$ 时!
表示在所有垂直带中都捕获到该物种&

""#空间生态位重叠指数$

RF#OV
)1#LW1OL

)1"#LW)1"( )OL
$
"

!!其中!RF5d为物种 5和 d物种之间的空间生
态位重叠指数%15] H物种 5在第 ] 样点"即垂直
植被带#的数量与物种 5在所有垂直植被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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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量之比& 1d]为物种d在第 ] 样点的数量与
物种 d在所有垂直植被带中的总量之比& RF5d
的范围是从 # 到 $!当 RF5dH# 时!物种 5与物
种 d的分布完全不重叠%当 RF5dH$ 时!物种 5
与物种 d的分布完全重叠&

B@结@果

BA?@小型兽类的组成及垂直分布@本调查共
安放 & ,+# 铗日!捕获小型兽类 ")+ 只!隶属
% 目, 科 $" 属 $( 种& 在所调查的 + 个海拔梯
度带及相应生境中!" +## *" (## 3区间捕获
小型兽数量最多!占捕获总数的 "(K#(L!% ,##
*& "## 3区间捕获小型兽种类最多"$% 种#!
& "## *& +## 3区间捕获小兽数量及种类最少
", 种 $$ 只#& 各海拔区间所获小型兽中齐氏
姬鼠"@2(5%4)&8"%G*#%*##捕获量最多!占总数的
%"K%,L& 捕获标本在各海拔梯度带及对应植

被带的分布情况见表 "&
BAB@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测度结果@香格里
拉县小型兽类生态位宽度指数的计算结果见表
"& 其中!社鼠"R#G#G%$3%*8($-)8#+$)&#的空间生
态位宽度最大 "#K’#, #!中华姬鼠 "@H5*+8(#’
藏鼠兔"F8"(3($+ 3"#:%3+$+#’齐氏姬鼠’大耳姬
鼠 " @H,+3*($)4# 和 西 南 绒 鼠 " <(3"%$(40&
8)&3(&#较高!分别为 #K)’)’#K,+(’#K+(#’#K+)#
和 #K++’& 大绒鼠’珀氏长吻松鼠’灰鼯鼠’灰
麝鼩’中麝鼩和印度长尾鼩的空间生态位宽度
值很小!近似等于 #&
BAC@空间生态位重叠指数测度结果@大绒鼠’
灰麝鼩’中麝鼩的空间生态位完全重叠!重叠指
数为 $%大足鼠’齐氏姬鼠与滇攀鼠’克氏田鼠’
隐纹花松鼠’珀氏长吻松鼠’灰鼯鼠’印度长尾
鼩空间生态位完全不重叠& 其余的种类的空间
生态位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表 %#&

表 B@香格里拉县不同海拔&植被类型’小型兽类捕获数&只’及生态位宽度指数

G.28"B@R#"(*"/.4&*4&*+*&’.8/%9/1.881.11.8/(.#)’$"&*4&*99"$"4)"8"+.)*%4$.4;".4&+";").)*%4

)3#"% .4&)-"+"$)*(.8/#.)*.84*(-"2$".&)-%9".(-/#"(*"/

种类
2O@B5@=

海拔及植被类型 06@Y495.: 4:A Y@;@9495.: 9ZO@=

# $ . / "

生态位宽度指数"75#

J:A@a.[=O49546:5B>@XW@4A9>
大足鼠 C+33)&$#3#5)& $ $, "" # # #K&’,

齐氏姬鼠 @2(5%4)&8"%G*#%*# +% $+ "$ # # #K+(#

中华姬鼠 @H5*+8( " ’ $" $( $ #K)’)

大耳姬鼠 @H,+3*($)4 # $ & $’ % #K+)#

社鼠 R#G#G%$3%*8($-)8#+$)& ) & , " # #K’#,

安氏白腹鼠 RH+$5%*&($# # # $ % # #K%&(

滇攀鼠 ]%*$+$0-),G+ # # # $ $ #K&%$

四川林跳鼠 <(+2)&&%38")+$)& # % # " # #K&$’

大绒鼠 <(3"%$(40&4#,%3)& $" # # # # s#K##$

西南绒鼠 <H8)&3(& # , $ % # #K++’

克氏田鼠 D#8*(3)&8,+*L%# # # # + $ #K"’#

隐纹花松鼠 K+4#(2&&Z#$"(%# # # # " $ #K%(+

珀氏长吻松鼠 P*%4(40&2%*$0# # # # $ # s#K##$

灰鼯鼠 1%3+)*#&3+ =+$3"(3#& # # # $ # s#K##$

南小麝鼩 !*(8#5)*+ "(*&-#%,5# " $ # # # #K%(+

灰麝鼩 !H+33%$)+3+ " # # # # s#K##$

中麝鼩 !H*)&&),+ G(*+= $ # # # # s#K##$

印度长尾鼩 E(*#8),)&,%)8(2& # # # $ # s#K##$

藏鼠兔 F8"(3($+ 3"#:%3+$+ # # " % & #K,+(

!!合计 S.946 ’# +& ,( ,$ $$

!!#’$’.’/’"代表的海拔及植被类型同表 $& #’$’.’/ 4:A " 4W@A@[5:@A 5: S4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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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讨@论

CA?@垂直植被带&垂直带’中各物种的生态位
宽度@生态位宽度是指一个种群"或其他生物
单位#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 "张金屯
"##&#& 一般地说!一个种的生态位宽度越大!
该物种的特化程度就越小!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越强& 尤其是在可利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更是如此 "马英等 "#$$ #& 在香格里拉地
区!各小型兽类的空间生态位宽度指数相差较
大& 社鼠’中华姬鼠和大耳姬鼠在 & *+ 个垂直
带中有种群分布!大足鼠’齐氏姬鼠’西南绒鼠’
藏鼠兔在 % 个垂直带中被捕获!它们的空间生
态位宽度指数较高!提示这些鼠种是当地小型
兽类群落的优势种!沿海拔梯度对空间资源的
利用能力较强& 大绒鼠’中麝鼩和灰麝鼩只在
" +## *" (## 3区间的植被带中被捕捉!珀氏
长吻松鼠’灰鼯鼠和印度长尾鼩仅出现在亚高
山’高山寒温性针叶林区& 这些种类不仅捕获
量较少或分布较集中!而且沿海拔梯度最适分
布区也较狭窄!提示这些小兽的生态幅度较小!
沿海拔梯度对空间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弱&

本研究中!中华姬鼠在 + 个垂直带中都有
分布!占有生境数量最多!似乎应该占有最高的
空间生态位值!但是!空间生态位指数值最大的
却是在 & 个垂直带出现的社鼠& 从表 " 可以看
出!社鼠在 & 个垂直带中的分布比较均匀!说明
其特化程度小!因此可以推断它对各个垂直带
的资源利用是均等的%而中华姬鼠在所分布的
各个带中的数量差异较大!较为集中于 " *% 个
带上!特化程度相对较大!对各个垂直带的资源
利用不均等&

大足鼠与齐氏姬鼠分布的垂直带一致!它
们占有相同的生境类型!但是齐氏姬鼠的生态
位宽度指数相对较高& 究其原因是这两个物种
在 % 个垂直带上的捕获数量差异较大!在海拔
" +## *" (## 3区间!齐氏姬鼠的捕获数量远
远超过大足鼠!提示在该资源等级中前者对空
间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

从以上分析可知!空间生态位宽度大小不

仅反映群落中物种的跨带分布能力及生境类型
的多样性!即物种占有空间资源的多少!而且也
可以用来比较各物种在各生境中的分布是否均
匀& 另外!生态位宽度近于 # 的物种并不一定
是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特别是标本量很少的
物种& 本次调查只采用了油条一种诱饵!受食
性与其他啮齿类差别较大"盛和林 "##+#的影
响!& 种食虫目动物南小麝鼩’灰麝鼩’中麝鼩’
印度长尾鼩的捕获率很低& 对于分布在相同样
点’具有近似空间生态位宽度的小型兽类!还需
要研究各物种的行为’食性’营养等生态学特
点!才能弄清楚各种小型兽类具体在各种生境
中占有某一资源的情况"刘大胜等 $(()#&
CAB@各物种的生态位重叠@根据群落生态位
理论!生态位重叠导致竞争!共栖一地的动物!
不能占有相同的生态位!而是以某种方式彼此
取代"马英等 "#$$#& 本研究发现垂直空间生
态位存在重叠的小型兽类!它们各自栖息生境
和对食物的喜好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大绒鼠’
灰麝鼩与中麝鼩 % 种小型兽类的空间生态位完
全重叠!都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暖性针叶林带上!
但大绒鼠以农耕区及灌木丛区域为最适宜的栖
息环境!属杂食性鼠种!主要以植物嫩叶’幼芽
为食"杨光荣等 $(’+#%灰麝鼩和中麝鼩为食虫
类动物!主食昆虫和蠕虫!且中麝鼩多在海拔相
对较高的山区森林’林缘灌丛’休耕地栖息%灰
麝鼩则多分布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林缘’山地’农
耕地!甚至住屋附近"盛和林 "##+#&

同样!共同生活在海拔 % ,## *& "## 3区
间垂直带中的珀氏长吻松鼠’灰鼯鼠和印度长
尾鼩!它们的空间生态位也完全重叠!但它们栖
息的小生境和食性也有所差别& 珀氏长吻松鼠
和灰鼯鼠均为树栖动物!在树上营巢!但灰鼯鼠
更喜在离地 $+ 3以上的栎类树上巢居!主食
栎’杉幼芽"黄文几 $((+#%珀氏长吻松鼠虽为
树栖!但也喜好于地面活动!主要以植物果实为
食"黄文几 $((+#%而印度长尾鼩为食虫动物!
主食昆虫和蠕虫"盛和林 "##+#& 由此可以看
出!上述物种间!虽然在群落中生态位重叠度较
大’共同利用或占有同一生境资源!但是具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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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宜栖息地或对食物的喜好!这些物种能以
某种方式互相取代!发生生态位分离!缓解种间
竞争的激烈程度!从而能够达到共处一地! .共
生’共存/"李契等 "##%#&

另外发现齐氏姬鼠’中华姬鼠’大耳姬鼠虽
然都是姬鼠属的物种!空间生态位指数都相对
较高!但是它们相互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存在较
大差异& 齐氏姬鼠与中华姬鼠及大耳姬鼠的空
间生态位重叠度较小!RF值分别为 #K%%’ 和
#K#(#!中华姬鼠与大耳姬鼠的生态位重叠度较
大"RFH#K’(+#& 究其原因!它们对最适宜的
生境或食物的选择上存在差异& 齐氏姬鼠更喜
欢出现在海拔较低!草本植物较大的生境中!在
海拔 " +## *" (## 3区间分布数量最多%而中
华姬鼠频繁地出现在海拔较高!草本植物较小
的生境中!分布范围也比齐氏姬鼠大!在海拔
% "## *& "## 3区间的 " 个带上分布数量较
多!这一结果与黎运喜等""#$"#对齐氏姬鼠和
中华姬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而且!两者的
食性也存在较大差异!齐氏姬鼠喜食植物种籽
"杨光荣等 $(’&!张甫国等 $((,#!中华姬鼠喜
食植物嫩叶’嫩草"杨光荣等 $((##& 大耳姬鼠
与齐氏姬鼠食性相似!也喜食植物种籽 "王博
等 "##) #!但大耳姬鼠的种群主要分布在
% ,## *& "## 3区间!与齐氏姬鼠分布的海拔
范围存在差异& 尽管中华姬鼠与大耳姬鼠的生
态位重叠较高!在 & 个相同的垂直带上都有捕
获!但是它们对食物的选择差别较大!所以它们
能够在相似的小生境中共同生活!而不至于发
生激烈的竞争&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空间生态
位重叠度不仅能反映物种间的竞争关系!也能
反映物种分布的地域差异及种群数量大小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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