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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卡氏小鼠 ��
� � ‘�

�� ��� 种群数量变动特征及其与环境等因子的关系
。

种群数量

年间变动较大
�

季节变化一般出现 �个高峰
,

分别在 �一�月和�� 月
,

与农作物的成熟
、

收获以

及小鼠繁殖活动有关
�

�月份的种群数量多寡及�
、

�月份的月平均气温高低
,

对当年�月份种群

数量有密切关系
。

本文提出了�个回归方程式
,

可初步估计当年�月的种群数量
�

关键词 卡氏小鼠
,

种群变动
,
环境因子

卡氏小鼠 �何“ � �� �� �� �为云南省农业 区灭鼠后最先出现的主要农田害鼠
,

对其种群

数量变动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
,

可为种群数量预测和拟订合理防治方案提供

依据
,

对提高防治鼠害的水平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

该 鼠在我国大陆仅分布于南方地区
,

其种群资料尚未见报道
。

从 ����年 �月至 ��� 年 �月作者在云南省通海县坝区农 田逐月进

行数量调查 �����年曾进行过断续的数量调查 �
,

并初步探讨了数量变动特征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自然慨况及数量调查方法

通海县位于北纬 ��
�

� �
,

一��
�

��
‘ ,

东经 ���
�

�� ,
一 ���

�

��
‘ ,

海拔� � !�
。

工作点坝 区的

总面积为 ���
�

� ���
’,

占全县总面积 ��
�

��  
。

据近�年来的气象资料统计
,

年平均气温为

��
�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  
,

年平均降水量 ���
�

�� �
�

农作物全年栽培
,

多种植水

稻
、

小麦
、

蚕豆
、

烤烟和大蒜
。

农田范围内沟渠纵横
,

田埂交错
,

四季常青
,

是 鼠类适宜

的栖息地
。

每月下旬采用夹 日法调查鼠类种类和数量
,

夹距��
,

行距约 �� �
,

以花生米为诱饵
,

以每百夹 日捕获率表示种群相对数量或相对密度
。

��� �年�月至 ����年�月尚对所获个体

测 量体尺
,

解剖登记生殖器官特征和胃内容物
�
年龄按体长粗分为成年 �含老年 � 组

�雄性 ��� � 以上
,

雌性 ��� � 以上 �
,

亚成年组 �雄性 ��一�� � �
,

雌性 ��一 ��� � � 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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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
� 以雄性数� �雄性数 � 雌性数 � � �� � � 表示性比

� 以成体数�亚成体数 � �� � � 表

示成亚比
� 以成年雌鼠中孕鼠的百分数为怀孕率

� 成年雌性数与捕获总数之比为雌成体

百分 比
�
胎仔数按剖解时雌性子宫内的胚胎数计数

�

结果与讨论

�
�

种群数� 及其变动

研究期间
,

共置 �� ���夹 日
,

捕获鼠类 � ��� 只
,

总捕获率为�
�

�� �
,

其 中
,

卡 氏小

鼠�� �只
,

占农 田鼠类群落的 ��
�

�� 写
。

卡氏小鼠种群数量变动情况与气温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
�

�,��次�辞娜招

图 � 卡氏小眼种群数� 变动情 况与气温变化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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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可知
,

卡氏小鼠数量年间变化较大
,

从 ���� 年至 �� ��年依次每�年量间平均值差

异皆非常显著或显著
,
�值分别为�

�

��
、

�
�

�� 和�
�

�� � 特别是 ��� �年数量显然高于其它年

份
,

该年 �月份数量依次为 ����
、

����和 ��� 年各年同月数量的 �
�

�倍
、

�
�

�倍及�
�

�倍
。

� �� �� ��� ���
’

也曾发现 材
“� ��� �� �� �� � 在不同年份相同季节种群数量有很大差异

,

夏季

数量通常下降
,

但 ����和 ����年夏季其数量却很高
。

�� ��年和 ����年
,

数量变化曲线出现两个高峰
,

分别在�月和 � 月 ����� 年延至 ��� �

年 �月 �
,

曲线呈马鞍型
。

����年�月数量特别高
,

随后逐步下降至冬季最低
,

双峰不明显
。

我国南方鼠类数量季节变动通常在春季和秋季各具高峰
,

呈双峰型 �夏武平
,

�� � �
,

而

珠江三角洲小家鼠却只有一个单峰 ��� 一 � 月
,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室生态组
,

��� � �
�

� �� � �� � 等 ���  � 研究 印度卡瓦尔 �� � � � � � �� �种小 鼠 �材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 � 的数量季节变动都具双峰型
,

分别在�一 �月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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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月
,

并认为其数量变动与农作物生长发育阶段及动物繁殖活动有关
。

3 一4月
,

气温升高
,

月平均气温 16
.
3℃

,

比1一2月平均气温高出5
.
8℃

。

同时
,

田间

小春作物趋于成熟并收割
,

鼠类的食物条件较好
,

从而繁殖迅速增强
。

1 9 9 2 年1一 2月共剖

胃50个
,

发现胃内含物中充满种子的比例为18 写
,

充满种子与茎叶者为24 %
,

充满菜叶

者为 58 %
。

3一4月剖胃45个
,

相应 比例则为53
.
3 %

、

3 1

.

1
% 和 35

.
5 %

。

T
a

i t t
( 1 9 8 1 ) 甚至

发现额外的食物补充可能诱使鼠类繁殖
。

3 和4月卡 氏小鼠怀孕率分别为61
.
5 % 和 57

.
1%

,

平均胎仔数为6
.
6和 8

.
5 ; 而 1和 2月相应则为。和 10

.
1 %

,

o 和 6
.
0 ,

结果是5一6月种群数量

上升达高峰
。

广东珠江三角洲小家鼠数量高峰期
,

同样是紧跟其繁殖高峰期而出现 (广东

省昆虫研究所动物生态组
,

1 9 8 0)

。

然而
,

初冬 (n 月 ) 之数量高峰则可能与秋季耕作进

程有关
。

在 9一10 月
,

稻 田无水
,

谷子成熟
、

收割
,

谷粒散落于地
,

紧接着即种植蚕豆
,

其

时鼠类食物条件较好
。

9 一10 共剖胃43 个
,

其胃内含物全为种子或种子与蚕豆的个数占

74
.
5 %

,

而全为茎叶的个数仅占2
.
3%

。

相反
,

6 一7月共剖 胃34 个
,

其胃内含物全为种子

的个数仅占 14
.
7 %

,

而全为茎叶的个数却占23
.
5 %

。

1 9 9 1 年n 月数量虽为低谷
,

但5月数

量达到空前高峰
,

7 月和 9月又有小高峰
,

而10 月份却未发现怀孕的雌体
,

这种现象可能

与种群数量的 自我调节作用有关
。

从上述结果看到
,

卡氏小鼠种群数量年间波动较大
,

而季节波动趋势各年不尽相同
,

一般分别于5一6月和 n 月达到高峰
。

其中5一6月 (基本上为5月) 的数量高峰在各年份是

共同的
。

新疆小家鼠的数量变动在年份间差别特别大
,

无规律可循
,

但基本上在每年10 月

份都达到其数量高峰 (严志堂
,

1 9
84 )

。

2

.

种群数里变动特征与环境等因子的关系

从 199 1年 6月至1992年5月作者解剖
、

记录卡氏小鼠42 4只
,

据此分析成年个 体与亚成

年个体之比例 (总成亚 比
,

雄性和雌性成亚 比)
、

性 比 (总性比
,

成体及亚成体性 比)
、

雌

性成体百分比
、

怀孕率及胎仔数等与种群数量间的关系
。

结果发现
,

它们各 自与当月
、

4

个月后
、

5 个月后及 6个月后的种群数量间均无显著性关系 (r < ro
.
。5

)

。

前述表明
,

各年份卡 氏小鼠数量都在初夏 (基本上在 5月) 达最高峰
。

因而作者拟研

究5月份种群数量与一些因子的关系
。

首先
,

采用 1989一1993年数量调查资料进行 5月份与

1月份数量间的回归分析
,

结果列入表1
。

表 l 依据卡氏小民l月种群数t 估计当年5月种群数呈 的回归分析

T able 2 R egression of estim ating populat;on nu m bers in M ay of yea r on po pulation

num bers in January fo r M us ea
roli

年份

Y ear

l月种群数量 (捕获率 % 〕

P o P u l
a tio n n u m b

e
rs

in Ja
n u a ry (C

a p tu re rate % )

5月种群数量 (捕获率% )

P oPulation num bers

in M ay (C apture rate % )

方程式

E quation

6.00 ‘

6 8

l
9

4

.

6
5

1
6

.

1
0

兮 (M S
‘ ’

) 一 1
.
9 6X + 0

.
2 0

r = 0
.
9 3

1 9 9 2

1 9 9 3

l 7

0 l

6
.
7 1

3
.
0 6

,
1 5 0 夹 日结果 R esuir from 150 trap一 d a y s

, ,
5 月种群数量 Po pulation num 玩

r: in M ay

从表1得知
,

r o
.
。5

<
: 一 0

.
93

,

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
以1994年数量调查资料验证表1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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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
.
该年1月数量为3

.
88 %

,

代入公式
,

兮~ 7
.
80

,
料,

95 % 可信限为3
.
01

,

5 月数量

应为 M
。
一 7
.
80 士 3

.
01

,

实际调查数量为5
.
71 %

,

方程可靠
。

气候条件乃是影响鼠类种群数量变动的因素之一
,

一些作者对此有所研究
。

陈安国

(19 81 ) 认为气温
、

积雪等对新疆小家鼠数量变化有所作用
。

C h
a
p m

a n
( 1 9 8 1 )

.

发现 鼠疫

的发生和减少与前2年充沛的雨量和冬季开始有关
。

P
en

n

yc ni k 等 (1986) 认为小家鼠种群

变动可能是由于其周围环境温度的季节变动
.
T riggs (1991) 发现 材

“ :
d , est ic u:

的种群

数量变化与气候变化 (如温度与降水量) 有关
。

1 9 9 1 年5月份卡氏小鼠数量特别高 (图 1)
,

而该年春季平均气温确明显高于其它年

份
,

如1991年2一3月平均气温为17
.
3℃ ,

而 1989
、

1 9 9 0

、

1 9 9 2 及1993年同期依次为12
.
4oC

、

12

·

2 ℃
、

12

·

2 ℃和 13
·

。℃
.
是否 19 91年5月份种群的高数量可能与该年春季的气候条件有

关
。

因此我们将三大气象要素即平均气温
、

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在1989一1993年2一4各月
、

2 一3月平均数
、

3一4月平均数及2一4月平均数分别与同年5月份小鼠种群数量间作回归分

析
。

结果发现
,

5 月份种群数量分别与同年2一3月 (表2) 及2一4月的月平均气温的平均数

间呈正相关
,

:

>

r o
.
。。 .

表2 依据2一3月月平均气沮的平均橄估计卡氏小叹当年5月种群橄t 的回归分析

T able 2 R eg ression o f estim ating , pula t ion numbe rs in M ay of t he yea r fo r M u‘ e a
耐i

on average ofm onthly m ean tem沐rature du‘n g Pe b ru a伴 to M arc h

年份
丫ea r

2一3月月均气沮平均数 (℃ )

A v e rag e o f m o n th ly m ea n

te m p e ra tu re d u rin g

F eb rua叮 to M areh

5月种群数t (捕获率 % )

P oPulation num be rs in

M ay (C apture rate% )

方程式

E quatio n

1989

1990

6.00

4 。

6 5
兮 (M 。

) = 2
.
1 4 X 一 2 1

.
4 2

12.12.

1 9 9 1

1 9 9 2

1 7

l 2

1 6
.
1 0

6
.
7 1

= 0
.
9 2

同样
,

以 1994年资料 验证表 2中的回归方 程
。

1 9 9 4 年2一3月的 月气温 平均 数为

13
.
25 ℃

,

代入公式
,

兮~ 6
.
93

,

拼,
95 % 可信限为3

.
31

,

该年5月份数量应为 M
。
~ 6

.

93
士

3. 31
,

方程可靠
。

将上述资料组合
,

尚可得出多元 回归方程式
,

兮 (M
S) ~ 1

.
172X :

,

+ 1

.

1 5 7 2 x

2

一

12
·

4 8 4
8

,

o

·

9 9 0
~ R

>
R

o

.

。5 。

式中
,

X

:

为 l月份种群数量
,

X

:

为2一3月月均气温平均数
。

以

1994年资料进行验证
,

X

,

和 x
Z
值如上述

,

代入公式
,

兮~ 7
.
39

,
拜,

95 % 可信限为2
.
05

,

5

月份数量应为 M
。
~ 7

.

39
士 2
.
05

,

表明此式同样可靠
.

值得提到
,

鼠类种群数量变动乃是受种群内外各种因素综合影响
。

由于调查期限较

短
,

且缺乏解剖资料的长年累积
,

因而本文仅侧重研究卡 氏小鼠种群数量变动特征与环

境等因子的关系
,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其数量测报等提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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