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种群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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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鼠（!"#$%#$&’#()$*’）和子午沙鼠（+,-)#.,’$,-)/)0.*’）均为荒漠、半荒漠的典型鼠种，

为群栖性鼠类，只是子午沙鼠不像大沙鼠那样形成很大的集群。在沙质荒漠生境，大沙鼠和子午沙鼠

常混居于沙丘坡地上部，成为这些地区自然群落中的优势种。对于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种群之间的关

系，在空间分布格局方面的研究已有报道［3］。作者于3//0年/!35月、3//9年:!0月、/!35月和

3///年35月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北部的腾格淖尔地区，对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种群生

态位进行了研究，并就它们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以及两鼠种间的竞争、排斥和共存机制进行分析。

3 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北部的腾格淖尔地区，该地区的自然概况已有报道［3，7］，本文

不再赘述。大沙鼠和子午沙鼠为优势种，其次为灰仓鼠（1-)2,3*4*’$)5-0%,.’)’）、小家鼠（+*’$*’6
2*4*’）和五趾跳鼠（744023050’)%)-)20）等。

根据地形、地貌以及植被情况，将调查地分为如下0种生境类型："2白刺（8)3-0-)0’)%)-)20）

;盐爪爪（904)/)*$:#4)03*$）、（9;5-02)4,）固定沙丘；#2白刺;盐爪爪半固定沙丘；$2白刺;
盐爪爪;红柳（<0$0-)=>*.)(,-).0）半固定沙丘；%2盐爪爪;低洼湿地；&2盐爪爪;裸露土岗。

3//0年秋季、3//9年春季、秋季和3///年秋季在调查地的0种生境类型中设置355<=355<样方

共71个，采取捕尽法统计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数量。

对于两种鼠的生态位重叠运用>"?%%&)@A$’$B<&（3/83）提出的测量比例重叠的生态位指数，其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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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C)种和"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指数；8)>C)种在>资源等级中出现的数值；8)C)种在所有

资源等级中的数值；8">C"种在>资源等级中出现的数值；8"C"种在所有资源等级中的数值；生态

位重叠指数的变化范围从5到3之间。

每个物种的生态位宽度采用以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为基础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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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种的生态位宽度；8)>C)种利用>资源等级的数值；-C生态位的资源等级数；生态位宽

度的变动范围从5到3之间。

7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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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次调查的结果共捕获大沙鼠%!&只，子午沙鼠!’&只，在春、秋两季节各生境类

型捕获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数量见表!。

表! 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在各生境的春、秋捕获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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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白刺D盐爪爪固定沙丘1)2-0-)0’)%)-)30D405)/)*$6#5)02*$（478-03)5,）=4)*1+1E,88.7,；#：白刺

D盐爪爪半固定沙丘1)2-0-)0’)%)-)30D405)/)*$6#5)02*$（478-03)5,）=,/134)*1+1E,88.7,；$：白刺D盐爪爪D
红柳半固定沙丘1)2-0-)0’)%)-)30D405)/)*$6#5)02*$（478-03)5,）D90$0-):;*.)(,-).0=,/134)*1+1E,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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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03)5,）DH,7.8,8+5G,0+)78
根据表!分别计算大沙鼠和子午沙鼠春、秋两季节总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和在不同季节二者生态位

重叠指数，同时计算二者春、秋两季节总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和不同季节的生态位宽度指数（表A）。

表A 大沙鼠和子午沙鼠春、秋季节的空间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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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A可见，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在春、秋两季均比较大，只是秋季较春季略小，

接近于两个季节的总体水平，说明两种鼠对于资源的利用有较大的重叠。正因为如此，二者对资源利

用的竞争激烈。从两种鼠的生态位宽度指数来看，虽然两种鼠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均比较大，但大沙鼠

无论是总体、春季还是秋季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均大于子午沙鼠，说明虽然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对于这种

以盐爪爪、白刺以及红柳为代表植物的荒漠草原均适应，但大沙鼠对这一地区的适应性比子午沙鼠更

强。而子午沙鼠在春、秋两季的生态位宽度指数接近。我们把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在#种生境的春、秋

两季节的时间生态位重叠指数和生态位宽度指数计算结果列于表%。

从表%可知，在"、#类生境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生态位重叠指数最大，而二者的生态位宽

度指数又接近，因而在"、#类生境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对资源利用的竞争最激烈；而在其余%类生

境中，二者的生态位重叠指数有所减小，而且凡是大沙鼠生态位宽度指数大的生境，子午沙鼠的生态

位宽度指数就小。说明在这%类生境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对资源利用的竞争较"、#类生境趋缓，

特别是 在&类 生 境 中，子 午 沙 鼠 的 生 态 位 宽 度 指 数（’L#’’）远 小 于 大 沙 鼠 的 生 态 位 宽 度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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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子午沙鼠对这一生境的资源利用较大沙鼠差。

表% 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在不同生境的时间生态位重叠指数和时间生态位宽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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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鼠是中亚荒漠、半荒漠的典型鼠种，在荒漠草原多呈不连续的岛状分布，多集居于白刺、盐

爪爪丛生的沙地或风成沙丘上的灌丛之间，同样子午沙鼠的典型生境为灌木和半灌木丛生的沙丘和沙

地，在内蒙古荒漠草原中段主要集居于丛生白刺、盐爪爪风成沙丘中［%］。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的艾布

盖河两岸正是适宜于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生存的典型生境，因此，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在这一地区成为绝

对的优势种。从春、秋季的生态位重叠指数看，两种鼠在这类生境中生态位存在着很大的重叠，没有

显著的隔离，因而对于资源利用的竞争也激烈。之所以两种鼠能够共同利用同一资源，主要原因是它

们的生态时间存在着差异。大沙鼠主要集中在白天活动，而子午沙鼠为夜行性，集中在黑夜活动，这

样就缓解了两种鼠对资源利用的直接竞争，从而能够共同利用同一资源。然而这种时间生态位的差异

并非绝对，就子午沙鼠种群本身来说，一年当中均可以繁殖，春季的幼仔当年就可以参加繁殖，使种

群数量成倍增长，因此种群内部对于资源利用的直接竞争就激烈，加上同大沙鼠的种间竞争，一些个

体不得不白天也出来觅食，同大沙鼠争夺食物资源［A］。A###年A!月的调查发现，不但白天捕获的子

午沙鼠数量较前几次增多，而且能够经常观察到子午沙鼠白天活动。所以使种间对资源利用的竞争有

所加剧。

虽然大沙鼠和子午沙鼠通过时间生态位的差异缓解了同一资源利用的直接竞争，但从不同生境的

生态位计算结果看，不但有竞争存在，而且还存在着种间排斥。!、"类生境是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

最适生境，二者的生态位重叠指数最大，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重叠，而且二者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很接

近，因此，在!、"类生境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对资源利用的竞争最激烈。因为在这类生境中，不

但有白刺、盐爪爪为两种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而且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又有利于两种鼠筑巢，更

便于它们在防御敌害时进行了望和警戒。所以，是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最适生境类型。而在其余%类

生境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的生态位重叠指数有所减小，而且，凡是大沙鼠生态位宽度指数大的生

境，子午沙鼠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就小。相反，在子午沙鼠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大的生境，大沙鼠生态位

宽度指数就小。因此，在这%类生境中，二者对资源的利用相互间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使得它们的

竞争不像在!、"类生境中那样激烈。特别是在%类生境中，子午沙鼠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小得多，所

以这一生境不适宜于子午沙鼠对资源的利用，因而使子午沙鼠在这一资源的利用中竞争最弱，也就是

受大沙鼠的排斥最强。综上所述，在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和子午沙鼠生态位重叠指数较大，而且二者

均具有较大的生态位宽度；所以在这一地区大沙鼠和子午沙鼠对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时

也存在着种间排斥。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子午沙鼠对栖息生境的选择不像大沙鼠那样要求严格，但受

大沙鼠竞争和排斥的影响，子午沙鼠会向最适生境以外的地方扩散［A］。然而大沙鼠是对栖息生境的选

择要求严格的鼠种，这种种间对资源利用的竞争和排斥，也可能是造成大沙鼠种群迁移的原因之一。

在A###年A!月的调查中，于达茂旗百灵庙至满都拉公路=<&==B3之间的布拉格（东经A!#C?@D，北

纬$>C>!D）首次发现有大沙鼠的分布，分布面积仅为%53>左右。这一地区是达茂旗卫生防疫站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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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的监测区，由于该地区是鼠疫动物病的好发区，达茂旗卫生防疫站每年的!月至"月和#月至$%
月都要在这一地区进行监测，在以前历年的监测中没有发现大沙鼠在这一地区分布。该地区地形属于

低洼湿地，主要植物为盐爪爪和白刺，沙质土壤。马勇等认为：大沙鼠因食物的缺乏等原因常有短距

离迁移的现象［&］。这里的大沙鼠从任何一个有大沙鼠分布的地方迁移而来，均要经过’%()以上的迁

移，看来大沙鼠也可以进行长距离的迁移。而这样长距离的迁移是否由于种内和种间对资源利用的竞

争和排斥所造成，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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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物种存活委员会羊亚科专家组会议在土耳其召开

-%%%年!月,日至$%日，@FB;（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活委员会羊亚科专家组会议在土耳

其中东技术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伊朗、荷

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余个国家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蒋志刚研究员应

@FB;羊亚科专家组主席07IJ:KLMN7OP678J=LN博士的邀请，并得到@FB;物种存活委员会的资助，参

加了这次会议。

羊亚科是目前世界上战利品狩猎运动（NI:G=Q=C8N68>）的重要动物种类。然而，目前羊亚科的种

类和资源尚不清楚。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羊亚科动物种类和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中国的羊亚科

动物有#种.-个亚种，遍布全国。分类学界对中国的盘羊、倭岩羊、羚、青羊等分类地位都有争议，

影响到羊亚科动物的战利品狩猎管理。会议上，与会代表就目前羊亚科的分类和资源现状研究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蒋志刚研究员在会议上报告了“5I:G=Q=C8N68>RC:N7D:IB7GI687L68B=687”。

与会代表就羊亚科动物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羊亚科种类，以及如何协同取

样、共享数据、争取研究经费、培养研究生和野外研究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蒋志刚研究员提出对

仅分布于我国的倭岩羊应加以特别研究，以搞清倭岩羊的分类地位与资源现状；中国的盘羊分类和资

源调查将是我国羊亚科研究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

!月$$!$-日，在 会 务 组 的 组 织 下，与 会 代 表 考 察 了?7J=CS797自 然 保 护 区 的 马 弗 仑 羊 和

<C97SCJ=6自然保护区的野山羊。

蒋志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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