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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云南哀牢山小型兽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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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650223) &  々．髓譬 
擒■ 车文涉及云南昔东哀牢山棣家堋森林地区，不同强度^类活动对小兽群落结构冉勺影响．结果表 

明：1 在原生常绿阚叶韩 中小兽 16种，数量 9．81％，中华桓鼠和中华胸±目为优势种：在原生林遗敦伐而 

演普为扶生林内 6种：敷量 1 18％；中华姬 鼠和杜 鼠占优：在原生林追严重破坏所形成的毛蘸草地上 5 

种，敷量 0．92％，巢鼠为优势种．2 上述 3种栖息地 中小兽密度依伙为每公 顷 36 05只，5 30其，和 

4 35其；生物董依扶为每公顷 917．18 g'2(15O g和 1(1775 g．韧±}鳝论是：1．森林遭破坏后小兽群落组 

成，数量以及物种相对丰盛度均发生变化，2．物种多样性随森林破坏强度冉勺加大而峨小，3．森林破坏强 

度越大，小兽密度和生物量则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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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继续关注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的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生产力降低以及自然景观的改变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 

域。MAB正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人类与特定自然系统间相互关系的管理，从而设计过 

14项国际性研究主题。其中，第一项即为 正在增加的人类活动对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的生态学影响 ((知bert等，1981)。 

哀牢山自然景观主要是亚热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相完整。结构和群落多样，亚 

系统齐全，生物种类较为丰富，是国际生物圈保护区中非常重要的空白类型。尽管它具有 

原始性，但也有人类活动。因此研究人类活动对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小型兽类是动物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与特定功能作用相联系，它们具有一定 

群落结构。随着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干扰，小兽群落结构无疑会发生相应变化。哀 

牢山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肤浅，但初步结果经整理还能够反映一些规律。 

样地与工作方法 

样地位于哀牢山北段徐家坝地区，东经为 101。02 ，北纬 24。32 ，海拔 2400 

in。除大面积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外，由于不同强度人类活动的结果，致使植被类 

型或栖息地多样，主要有下列几种： 

l_原生常绿阔叶林。结构复杂，郁闭度大 (O．8)，气候阴湿。群落高度一般 l8一 

本文曾于 1988年在亚太地区兽类学 大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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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森林乔木层主要由壳斗科 (Fagaeeae)、茶科 (Thcacea~)、樟科 (Lauraceae)和 

木兰科 (Magnoliaceae)组成，林下箭竹 (Sinarundinaria nitida)繁茂，藤本植物和附生 

植物均较发达。土壤有机质丰富，A层的占土重 12．79％，AB层的占土重 7．69％。 

2．栎类次生林 为原生林受到人为砍伐和轻微火烧后形成的退化林，群落高度 6— 

12 m，郁闭度 (O．5)及湿度小于原生林。植物种类组成大致与原生林相似，但喜阳植物 

较多 ，如马 缨花 (Rhododenron delavayi)．、旱 冬瓜 (Alnus nepalensis)、狭 叶珍珠 花 

(Lyonla o~alifdlia)和毛杨梅 (Oryrica esculenta)等。土壤有机质，A层的 占土重 

1O．86％，AB层的占4．65％。 

3．毛蕨菜玉山竹草地。为原生林较大面积遭人为严重破坏后，排水 良好又经常放牧 

的坡地。地势开阔，日照时间长，空气湿度小。群落高 O．s—l_0 m，环境植被主要是毛蕨 

菜 (Pteridium revoluturn)、玉 山竹 (Yushanh7 niitakayamens括)和金 露梅 (Hypericum 

patulum)等。土壤有机质，A层的占土重 1O．69％，AB层的占 ．28％。 

1982年 4—7月和 1985年 1O—l1月 按上述不同植被面积相互间的大致比例，分别 

在原生林、次生林及草地依次设 15、3和4个样区，面积各一公顷 (80×125(m))，调 

查小兽种类、数量、密度和生物量 置铗和检查方法按样区铗日法 (范志勤，1964)进 

行。此外，辅以5 m铗线法。以每百铗 日捕获率作为相对数量指标。 

应用去除法估计密度 (Smith等，1975)。种类生物量等于密度与平均个体重量之乘 

积。群落生物量为单位面积上各种类生物量之和。 

结 果 与 讨 论 

1．群落组成、物种多样性以及物种相对丰盛度 表 1列出在原生林、次生林和毛蕨 

草地上的捕获结果。在原生林内铗捕小兽 16种，数量 9_81％；次生林内 6种，数量 

l_18％；草地上 5种，数量 0．92％。可见，小兽物种多样性和数量均以原生林内为最高， 

毛蕨草地上则最低。Marten(1983)指出，通常小兽物种多样性与树林砍伐年代有关， 

在较早砍伐年代林地上其多样性较小；北美针叶林和混交林砍伐后小兽数量的变化则各有 

所异。 

其次，人类干扰强度的不同，小兽群落内物种相对丰盛度及组成特征亦不同。原生林 

中主要是中华姬鼠和中华嗣喟，相对丰盛度依次是 43．O1％和 24．41％ 次生林中主要为 

中华姬鼠和社鼠，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47．07％和 23．54％，而中华鼠句虫胃仅占 l1．72％。但在 

草地上仅巢鼠占37．50％，而其它 3种已消失。Martell(1983)也发现过皆伐与条伐三年 

后小兽群落相对丰盛度发生改变，优势种由红背鼷鼠 (Clethrionomys gapperi)变为鹿鼠 

(Peromyscus maniculatus)。此外群落的变化还反映在食虫种类数随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加 

而减少。在原生林中占种类数的 50．O％，在次生林和草地上相应占33．3％和 20．O％ (表 

1)。再有，草地小兽群落中已经出现开阔生境种类。除滇攀鼠与南小麝嗣同时分布于原 

生林之外，其余 3种均属开阔生境居住者。WU Deling(1985)也曾报道过热带雨林砍伐 

后小兽群落内一些典型森林种类为开阔生境种类所代替 群落组成的变化同样也为其他学 

本文旨在比较空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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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研究 (夏武平等，1957；MarteU，1983)。 

裹 1 云南哀牢山 

Tab．1 Communtty cⅢ p硎 ∞ and relative ablmalalt,ee 

of species in Allao M ountain， Ymman 

不难发现，上述群落变化的程度与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有关。在干扰相对轻的次生林， 

小兽群落中仅有一种 (占种类数的 16．6％)与原生林小兽群落成员不同，且二者均有共 

同优势种一一 中华姬鼠；而在受严重干扰形成的草地上小兽有 3种，占其种类数的 

60．O％，且优势种与原生林的截然不同 (表 1)。Martell(1983)的研究同样表明类似的 

结果。 

2．密度和生物量 Adler(1988) 认为，微小栖息地的结构对小兽种群密度有较大 

影响。在上述不同栖息地上的捕捉结果表明，各样区内随着捕捉 日数的增加每天捕捉的小 

兽个体数则逐渐减少，即每天捕获数 (r】与先前捕获总数 ( 呈线性关系，即P 

=a+bX,从而允许估计密度。结果列为表 2。该表揭示出，原生林内小兽密度最高，平 

均每公顷 36．O5只；次生林内次之，5．30只；草地上最少，4．35只。 

生物量为平均个体重量与密度的乘积 但是作者的密度调查说明，线性关系仅适合于 

整个小兽群落，并不适合直接估计个别物种的生物量。因此在估计每一个物种生物量时势 

Ecological Abstracts， 90L／0518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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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 样区号 中华姬鼠 杜 鼠 白腹鼠 攀 鼠 猪尾鼠 昭通绒鼠 朐峭 晌 龋 长尾朐 

原生林 

欢生林 

草地 

146．84 

99．72 

154．75 

l40 79 

77 93 

l77 09 l34 37 

56 76 

2213 

336．49 18．O9 

433．40 35．34 

15 97 

255．89 

1l001 

85 l5 

1200 

10． 

16 83 

2．75 l68 08 

6．04 142．66 

9 

7．36 37．52 

24 77 

12 95 

Ⅷ 舯 曲 晰 卯 卯 皿 

m 胛 挪 瑚 船 Ⅲ 螂 m 拼 m 

0 ∞ ∞ ∞ 舶 ̈ 弘 ～ ～ 舢 一 ～ 一 

小 m m 螂 ∞ 斛 射 " 玎 蛳 Ⅲ 啪 Ⅲ 晰 瑚 Ⅲ 讯 

2 3 4 5 6 7 8 9 m n 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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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 

南小麝 聃 短尾 晌 川 晌 小晡句喃 大绒鼠 巢 鼠 太足鼠 白尾鼹 生物量 
物 长尾构 

BSA 

土 l倒 I  

9 64 

6．37 

7 88 l1．36 

8 55 

7 89 5 36 

25 28 

60 86 

8．79 】4．07 

20．72 

15．32 

14 3】 

23 37 

62 22 8．09 

27 I3 I6．59 

50．25 6．93 

】4．38 

31 36 22．81 257．63 

40 O1 

91718 

205．O3 

07 75 

 ̈拍 帅 ∞ 北 船 【二 蚰 神 ∞ ̈ 船 博 ∞ 吣 呲 ㈣ 蚴 m 蚍 ㈣ 撇 吼 眦 眦 m 瑚 m Ⅲ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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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先算出样区内实测各物种捕获数间的相互比例，然后按该比例估计出每个种类的密度。 

例如，原生林样区 1，其密度为 28．56，其中中华姬鼠、社鼠、绒鼠和嗣蝈捕捉比例依次 

为 0．75、0．07、0．04和 0．14，据此各种类密度分别是 21．42、2．04、1．02和 4．08。再结合 

平均重量以估计生物量，结果列为表 3。 

囊2 云南哀牢山小●群藩密度估计 

Tab．2 Demslty eSfilltafioll ofsmall mallilllL~ commtml~  Ailao M ou tala． YtmnN  

表 3表明，原生林内小兽平均生物量为每公顷 917．18 g，次生林 内 205．03 g，草地上 

107．75 g．显而易见，随着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加，哀牢山小兽群落生物量，与密度变化趋 

势一样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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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0F 

HUM AN ACTⅣ ITY 0N C0M M UNITY STRUCTURE 

0F SM ALL M AM M ALS IN AILA0 M 0UNTAIN 

W u Delin Luo Chenchang 

(Kumning InMi~te of Ecology，Academia sm ，650223) 

The effects ofhuman activity on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mallmammalsin．awet ever— 

green broadleave forest of Ailao M ountain has been described．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ree habitats or biotopes Call be divided in this area， nam ely，the primary forest， 

the secondary forest which had been primary forcst and destructed by human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grassland which had been primary forest and destructed severely by human ac· 

fivity．(2) There are 16 species in the primary forest and the capture rate is 9．81％ ， of 

which， Apodemus draco and Neotetracus sinensis are the dominant species．Six species in 

the secondary forest and the capture rate ig 1．18％ and A．draco and Rattus niviventer are 

the dominant species．Five species in the grassland an d the rate is 0．92％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is Micromys minutus． (3) Average density and biomass is 36．05／ ha and 

9I7．18g／ ha in the primary forest， 5．30／ha an d 205．03g／ ha in the secondary forest as 

wel1 as 4．35／ha and 107．1 5g／ha in the grassland．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should be： 

The co mmunity composition， numbe r an d relative abundance of small mammal species 

have been changed．1Ihe increase of disturbed intensity of forest 1eads to the deelines of the 

spe cies diversity， moreovel7， the larger of the disturbance intensity， the smaller of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Key words： Human activity， Community structure， Smal1 mam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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