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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南部灌木地小啮齿类群落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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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 1 9 9 1年 1 一 5 月 以活 捕方 法在美国 得克 萨斯州南部达韦尔 (D u 佣 1) 境内一滋木保护地调 查了 小啮齿类 群

落
。

迄今
,

关于 份克萨斯 州南部小啮齿类群落生态学研究甚少
,

本文 旨在进一 步提供该地区 小啮齿类群落资料
。

环境和保护地筒述 牧豆树 ( M e sq o it e ) 范木地位于 得克萨斯州海岸弯 曲部西侧
.

典型亚热 带 气 候
,

春 季 3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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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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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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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草 (B u e人Io e d o c t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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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犷d e : ) 一 优势树种为牧豆 树 (P r o : o 户f: 9 1。件d :: 10 : 。 ) 和 沙漠朴树 (C elt : ; 户。Ilid 。)
。

液木保护地大门位于 圣地 哥 (凡
。 D ie即 ) 以南 4

.

8 3 公 里
,

第 1 32 9号 农场公路 东侧
。

边界为 铁丝 网围绕
,

四 周多

拼作地
。

保护地 内可 分成 三种典型生境
.

二) 相 对原 始的灌木地
,

生长着密集的灌木 , 2 ) 牧场
,

曾经用 推 土机清除

地 面 并种草
,

现 已不 故牧
,

一 些 灌木 正 在侵 入 , 3 ) !日迹地
,

过去 也 钟被清除
,

日前 :「丁处 于 七著种高级 更 折阶段
,

灌
,

仁丛较 多
。

研究方法 在 」
_

述三个生境 中分别各选一样地
,

使 用 谢尔曼 ( 51 1二 111 。 ) 活 捕器
,
以 麦片 为锈饵

,

按 认夜法置

欣
.

间 距 5 米
。

在灌木地中
,

捕捉器按密集灌木林地和其中开阔草地 分别置放
。

所 获个体经鉴定种类后在样地 内释放
。

结果与讨论 一
、

群落组成
,

物种多样性及相对丰盛度
:

表 l 揭示 出
,

在 旧 迹 地 捕 获 7 种
,

白 脚 以

(P e : o 爪少 se o s le “e o Po s )和棉鼠 (S f夕阴o d o 。 丙‘sP fd 。 : ) 为优势 种
,

捕获率依次为 4 5
.

8 ;石和 2 9
.

5乡百
。

在灌木地 捕弓4已

5 种
,

白脚鼠为绝对优势种 ( 6 2
.

5 % )
,

次为棉鼠 ( 1 了
.

8 多。 ) 和灰林鼠 (人
’
eo fo 阴 a 用fe r o P“s ) ( 26

.

工早‘)
。

在

牧场获 5 种
,

棉暇 (3 l
。

8 % ) 和 白脚鼠 (2 7
.

3 % ) 占优势
。

动物群落包括热带啮齿类群落
,

存 在着高数量等级优势 ( H即 w ar d et 01
. ,

1 9 7 9 )
。

这里
,

优势种仍 然明显
,

它们作为状态变量对子估 价小型兽类功能作用将是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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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群落组成和物种相对丰盛度

Ta七le 1 Co m m u nity e om p o sitio n a n d t卜e R e la tive Abu nd a n e e o f Spe e i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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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获总数与物 种和

对丰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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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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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ft人o d o 刀爪小
·

: 艺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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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 l口。s e。。‘

小鼠

B aio 爪y s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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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ylo r 云

袋鼠

P er o 夕”a t人“5 1 1
.

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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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问 分 乍特征 上述 三个群落之所 以呈现如此分布状态
,

首先与食物及隐蔽条件
一

汀关
。

旧迹地 与拚 作 地

相 邻
.

且生 长 着
一

定密集的灌丛
,

前者提供多种而丰富的食物
,

后者阻止着夭敌 (鹰
、

猫头鹰
、

吮 尾蛇) 的捕食
。

良

好 的食物条件及隐蔽条件
,

为啮齿类群落构成了合适的栖息场所
,

困而小啮齿类种类与数量最扁 (表 1 )
。

灌木地 中
,

在密集灌木林下 捕获 3 种
,

数最 20
.

7%
,

而猫木林间开阔草地上仅 2 种和 10
.

。%
,

同样丧明隐蔽条件各群落分布有

一定作用
。

S 二。。材 i (2 98 9 ) 在智利 中部也发现类似现象
。

其次
.

群落空间分布与其成员栖息习性有关
。

白脚 鼠数量多
,

分布广
,

且栖息地多样 (D 价 15
,

二盯幻 B。忱 r d

al
. , 1 芝n 〕 ,

这 里情况也一样
。

灌木地
、

旧迹地 与牧场三种生境中它均为优势种
,

相 对 丰 盛 度 依 次 为 6 2
.

5%
,

4 3
.

8% 和 2了
.

3 %
。

灰林 鼠在西部地区 主要洒息于灌木地 (D 二 : , 二g赵
‘ 。

这里
,

在灌木地它也是常见 种 ( 16
.

:夕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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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迹地级兼 备良好食物条件和 一定 隐蔽条 f牛
,

但数量较少
,

仅占组成的 6
.

了万
,

并不 见 于 牧场
。

相反
,

棉以喜居草地

(D : 、、15
, l盯4 )

,

因而 它在开 l周牧场相对丰盛度最大 (3 一 8 ,‘)
。

同样
,

短尾草跳 鼠 (O 月乡
,。
入。爪 。 5 1、u e儿。朋 , ‘s )

、

小 鼠 (B“fo 爪乡
·

: tJ 乡
·

lo r i)
、

袋以 (P e r o ‘”。t人“s 人‘sP id o s ) 和 p合佛鼠 (R e ft几o d o n 二J
·

:
f

u J口e : c ‘”s ) 均喜居草地
,

稀 灌草地或 开阔灌木地 (D : 、is
, 1 9 了4 )

,

因而 在密集灌 二权林地均未被捕 获
。

至此可见
,

土 述多数 种类的栖它
.

习性均

仁门 程变地与草地
、

鲜灌草地 有关
,

因 此在灌 水地 特别是在密义灌 仁地 小啮 古 类 种类数 目较少
。

牧场 节种 筑 纯 且

更 折年 {;之短
, ’J耕作地隔绝

,

共食物
.

租隐 蔽条 件显 然 不 如 旧 迹地
,

致 使通
、

啮齿 类 种类数呈不 及 旧迹地
。

综 土 听述
,

不 难石到
,

阶食物及隐蔽 条什外
,

群 落成员 卞身的 栖 自
.

习 性也决定着不同群 落的空 间分 布特汪 和 某

些 共
‘

己结 构性三

三
、

引 落李 诊义 了‘ 舞 卜土态群落都经 下友上着 支化 (D : C c , 1肠即
。

污
‘ _

工作 于冬
、

奋季进 行
,

虽然工 作量 尚

少
,

但仍可 石到群落之 季 节变 化
。

且不 说物种及 数量的差 异
,

但至少在群落内物 种的 泪对丰盛度关系具有明显 的 季

节变 化特征
。

冬季
,

在 灌木地
、

旧迹地 阳牧场中均 以白脚 以为 t尼势
,

相对丰盛度依次 为了9
.

16厂
, 5 9

·

6 5犷; 和 5 0
.

。。%
.

但 在春季

棉以成了 旧迹地和牧场的优势种
,

犯对 丰盛 度依次为 ‘了
.

9 1 % 和6。
,

。。;牛
。

在灌木地优势种虽仍为 口 脚鼠 (5 9
.

00 9舀)
,

但其比 重较冬季时下降很多 (火 2 )
。

表 2 不同季节小啮齿类捕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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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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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了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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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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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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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内相对 丰盛 度天系的改变
’
j上 还二 个物种本身相对击变的季节文化有关

:

尤 论在任何生 境中白脚 以在
一

冬 季

均密 度相 对 较高
,

存季均 寻著下 降 , 栩 反
,

棉鼠力
于

各
声

胜凌中的密度
, 一

冬季较 任
,

吞季 明显 上 升 (见图 、
,

( }; 转弟 1 6 0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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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白脚鼠和棉鼠相对密度季节变化

Sea son a l Flu etua tio n o f R e lat iv e De nsitie , fo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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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地 B ru shla : d 1
.

1日迹地 O ld F ie ld 1
.

牧场

a nd 5
.

于孟fsPid u s

Pa s t“ I℃

D 。 : 知 (t o g o 也曾发现棉 鼠密度 的波动对小兽群落结构有所影响
。

既然 和对丰盛度研究对于 在估价 小 兽 功

能作用时有助 于 了解哪些状态变及 可能最 为重要 (H a}’w ar d et al 二 工9 了9 )
,

其季节变化则 表明有必 要按季节确定

布丸态变公
。

吴德林

W
u D 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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