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羹学报 1990．10(1)：54—59 

Aeta Therfo|ogiea Siniea 

布氏田鼠种群生态研究 

武 晓 东 
(内蒙古虚牧学院草原系) 

摘 要 

1985年 5-lo)~用标志重捕法剥布氏田鼠(Microtus brandti)的种群年卤々组成、幼鼠生 

长率和季节迁移等进行研究，共标志2786只，重捕576~,，822只敬。发现布氏田鼠种群的年 · 

龄组成有较明显的季节变化。其幼鼠体重的13平均生艮率碹年龄增加而减慢。布氏田鼠还有 

季节迁移现象。 

美键词 (KeY wo rds)：布 氏田鼠 、Brandt s vole，MierOt~S brandti)，种群年龄 ● 

组成 (Population age composition)，生长率(Growth rate)，季节迁移 (Seasona1 
．  

migration)。 

布氏田鼠 (MicrotUs brandti)是内蒙古东部壬尊再触 鐾董垦耋 ，有关该鼠的 
研究国内外不乏报道 (内蒙古铴盟卫生防疫站，1975~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室一 

组，1978J施大钊，19 86)。1g 85年作者应用标志流放法对该鼠的一些生态现象进行了 

调查研究，现报道如下。 

样地概况与工作方法 

调查样地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地区施大钊 (19 86)所调查样地内的滩地 

草场进行，滩地中有深0．5—1。O米、宽50米左右的浅沟，浅沟两侧坡度-'7-~，这种浅沟 

滩地一般鼠洞密度较高。我们选以往沟为中心划出6oo×800米的样方作标志流放区，标 

志区中的植被主要是寸草苔草场和冷蒿草草场。 

将该区按每隔lOO米划分成36块分区，按序编号 。 用6O只捕鼠笼在样方地内依分区 

次序一个洞系一个洞系布笼捕鼠，每隔 I小时检查一次，将捕到的鼠进行切趾标志，然 

后释放。在此后的 5个月时间里，笼子轮放 2遍，放过鼠笼的洞IZl约占标志区内全部洞 

口的70—8O 。 

每次捕到的鼠都记录标志号、捕捉时问、地点、体重、性别。标志鼠大部分是初生 

幼仔和处于哺乳期或刚停止哺乳的成年母鼠。常常可以在 1个笼子里捕到 1只母鼠和 3 

— 6只幼鼠。另外在浅沟内外随机选取 4块圆形样方，每块 1／4公顷，每月用培洞法统 

计洞口密度。 

本文 由李鹏年 先生 指导 ，工作 中得烈 新 巴尔 !{巴左 虞草原 站干u吁盟草原站 的支持 ，谨虹 藏崔· 

本文于 1987年 5月 1日日收到 ，l989年 4月1613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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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共标志布氏田鼠27 86只。其中有幼鼠1752只，育幼母鼠 204只，分别占总数的 63 

和 7 ，重捕576只，822只次。结果分析如下。 

1． 种群年龄组成 

布氏困鼠的种群年龄组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室一组 (1978)曾进行过研 

究，但对活体的年龄调查，报道甚少。我们将标志的布氏田鼠以体重刘分年龄组的方法 

将其种群分成 5个组进行年龄组成分析，结果见表 1。 

囊 1 布氏田且曲年茵组成{19~5) 

T丘b1e 1 Age co皿F0shion of Br丑D s vole 1985 

一 — ————r———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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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l看出，在 5月上半月已有2O克以下的幼鼠，这意昧4月下旬种群的少数个体 

已开始繁殖，但此时种群的优势年龄组是越冬的成年鼠，如5O克以上组占总数的69．6％。 

到5月下半月，2O克以下年龄组已占种群总数的53％，说明5月上半个月是该年度种群 

的第 1个繁殖高峰。 6月的优势年龄组是 2l一30克组。 7月是20克以下组和 2l一3O克 

组，说明 6月上半月种群又有一次较集中的繁殖，同时可见到 7月份布氏田 鼠 种 群 中 

5O克以上的高体重年龄组的个体巳所剩无几。 8月以后种群的优势年龄组 主 要 是 2l一 

3O克组。 

2． 幼一生长率 

关于鼠娄体重生长率的计算有较多的方法，如王祖望等(1978)计算小家鼠的生长发 

育时采用的是 Brody(1 954)提出的瞬对生长率IGR 公式 (转引自Lackey，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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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bs等 (1969)用每天增长瞬时相对增长率的百分比计算野外自然条件下草原田 鼠的 

生长率，Sauer等 (1986)在研究野外自然条件下褐腹田鼠 (M~crOtUs ochrogaster)的 

生长率时，用两次捕获之间鼠体重的变数除以相隔的周数，计算其生长率。我们计算每 

只幼鼠体重的日平均生长率为 (W 一W )／(t 一t )。W 表示第11次捕捉幼 鼠时的体重 

(克)，W 表示初标时该鼠的体重 (克)，t 表示第n次捕捉的时间，t 表示初标的时 

同。园我们的蒙古包就扎在样方内，因此一般刚出窝或出窝活动 l一 2天的幼 鼠都能马 

上标志到，常常是一次就能标志一窝幼鼠。幼鼠刚出窝的体重为 7—20克，多数是lO一 

15克。据观察，幼鼠自到词外活动后 7一lO天即开始分居独立生活 因此我们测定 了剐 

出窝的 7—2O克幼鼠在以后重捕中生长率的变化情况 f表 2)。这种计算方法可以较好 

地反映出幼鼠体重生长率分阶段变化快慢的情形。我们对所得资料进行统计检验，雌雄 

问无差异 (t<t。． )。因此本文在测定幼鼠生长率的变化时，两性个体都加以利用， 

结果如表 3。 

裹 2 布氏田鼠幼飘体t日平均生长率蜩变化 ● 

Table 2 The vAfijtion of the avefjge da曲 growth r且te of yotmg vole s body weight 

日龄组(类嘉) 卑Q 
(D

A

_

g

y

e

s

g
。

r otlp
。f No． X SD SE No． X SD ±SE 

the borrow) (且， fg) (凡) (g) 

w j嚣 s 0．994 D 55 0．25 O．91 5 0 5l O．25 
O B1 3 0 2,56 0 07 7 0．6 34 0．325 0 081 

0．325 0．094 0
． 020 0．2 66 0．I】2 0．081 

0 255 0．0 79 0．022 0．22 0．143 0 02 3 

0．25 0．044 D 025 0．222 0 0 T3 0．034 

0．1 7 0．044 D．025 0．18 0 597 D．tJ29 

0．21 0．O58 0．029 D．2 3 0．122 O．02 7 

所测个体平均体重为15．5_4-0．46克． 

The average body V e】吐t of the yogng voles 8．re 15．5±0．46 grams 

袁 5 布氐田鼠幼飘体t日平均生长军备 日龄组阃 1值比较 

Table 3 The comp=r[so~of the average daily growth rale of the yotmg vole 8 body ~e]ght n t value 

● 

L5 1 l 1 

’6--3： ．,89531--4 3 904 。1 。 · 5 ． ’ 5．B3̈ i 
46-- 60 {．21“  B

．39“ 【 ．01 ． 1 1 
B J一75 { 6” 6．54” J 】I7o6 0．】9 I 
76--90 l 4．2 7~qt 7．48“ I 2．g【̈ 2．D 1．7 T 

90 o5 I 4．55* i 6．9 L” l o．B8 } 0．7 l 。．01 
表示 差异 显著，Sigaificinl：~ 袁 示差异 极显著，Very significant 

从表 3可以看出出窝后15天以内和l6—3O天两组差异不显著，但这两组和其它各组 

差异则极为显著 (t>t。．。【)，出窝后幼鼠在30天以内的生长率比以后其它时问都大。 

出窝后 3l一45天龄的田鼠体重生长率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与其它时同年龄相 

比较，差异显著 (t>t。．。 )，出窝45天以后，体重日平均生长率卿维持在一个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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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30天的目平均生长率为 0．624克， “州 

自31天到 45天为 0．3克，45天以后为 图 I布氏田鼠劫鼠日平均生长率变化曲线 

0．22克。 Flg．1 The~,dT,ve of the average da~ly growth 

此次铡定幼鼠体重 日平均生长率仅 rate the 。” 苦h 

限于 5— 9月的变化情况。秋后布氏田鼠一般停止生长或生长极慢，例如1986年5月捕 

~r]1985年9月底标志的 1只体重为25克的鼠，过了8个月体重仅增加9克。 Reichstein 

(19627指出： “布氏田鼠如果 当年未得到充分发育而淳止增重时 (雄鼠25—3I克，雌 

鼠 2O一25克)要到第 2年才能重新开始发育”。Brown(1973)也曾 指 出 草 原 田 鼠 

(M． syfvⅡnic“s 在整个冬季保持其体重和体长不变。 

野外 自然条件下研究鼠类的生长率，一般为避免雌体怀孕的影响，大都是利用雄性 

个体的资料，如Krebs等 (19 69)、Nev~on(1963)等。但在调查幼鼠的生长率时，可 

不必排除雌 鼠。Brown(1973)在研 究草原田鼠的生长季节变化时，也 时利用了两性 

个体的资料。 ． 

3． 布氏田鼠季节迁移的趋向 

施大钊 (1986)认为当地浅均为布氏田鼠的最适生境。因此我们注意了浅淘内 布 

氏田鼠季节迁移的趋向。 

在重捕的田鼠中，有75只标于沟内而重捕于沟外，74只标于沟外而重捕于沟内，可 

见沟内淘外重捕总数十分接近，但有季节差别 (表4)。 

从表 4看出，沟内标志在沟外重捕的以 6月 t21只)和 8月 30只)最多，两者占 

5— 9月出沟数的68 。沟外标志在沟内重捕的多集巾在 9月 (43只)，相当于 5— 9 

月进沟量的58 。根据当年春季调查记录，幼仔大量出巢的时间在5月中、下旬，经 7 

— 10天后 t约 6 初 )幼鼠分居。从标志重捕的结果看， 6月共捕到出沟个体21只 (大 

部分为体重25克以下 的鼠)，为该月进淘数的 2．5倍。出沟数多于进沟数这可能与幼鼠 

分居有关。 8月15日至 9月 1日在沟外重捕到的个体占5— 9月的53．3 。根据当地气 

象资料和我们现场记录，1985年 8月 降 水 量 高 达 1l5．7毫米 (足 7月的1．9倍 ， 9月 

的5．6倍)，占全年降水量的36．14 。连续集中降雨使低洼的浅沟不利于布氏田鼠的生 

存，因：面8月出淘的个体(30只)明显增多。 9月天气转：令进沟个体数大量增加(43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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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4 芦|内外布|e田一曲摹节琏移■向 

Table 4 Migr|to叮 tendela~7 of Braod t s voIe i~slde and ou~ide the ditch 

诲内标志沟外置捕 沟扑标盎沟内重赫 

月册 

。 djtc lnd re。。pt 酣 M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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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e d 
ed

out

i

s i 

si
de
de

th
d

e d
。 

ch蛆 d 

重捕敷 初标点至重捕点 其 中上一十月在 重捕数 钉标点至重捕点 上月掏外标 志敷 

平均距离(米) I沟内标志的数 的平均距离(米) 
Mo11th Recap· Average distance The re龋 tired Rec

ap‘· 
Avenge dlsknce Therecap~ared 

of f st markedto ind．marked】|st tm~ed of first to recap· ind．marktxl】|st 

recaptured points虹oath ins／de 酣 ； loⅡ吐oatside ind． ind． ‘皿) ditch lditch． 

5月 6 54
． 6 7±28．65 8 36．4±ic．8i May 

B月 2l 口8
．
3±28．12 8 165．38± 49．5 

n ． 

7月 7 56
． 42±21．33 6 l7±7 7l ]u1

．  

8月 30 41
．
73±8．36 7 48．69±8．8 A

ug． 

g月 40
． 15土6．1 3 Sep

． 

lI 102．82±42．68 4 

● 

占5— 9月进沟总数的62％。 · 

布氏田鼠的季节迁移现象不仅出现在浅沟内外，还出现在各类草场之间。1985年 7 

月底至 8月初，在羊草草场中选择草群较为低矮的地方标志田鼠53只， 9月 2— 6日进 

行重捕，在原标志地没有捕到标志鼠，却在相邻的针茅草场捕到 2只，距初标地66米。 

9月上旬在冷蒿草场捕获 6— 7月在寸草苔草场标志的 9只田鼠，距初标点平均距离为 

85．22±33米。 

参 考 文 峨 

中国科学院动曲研究所生志室一组 l978 布氏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动物学报 24(4)：344--~58． 

王祖望、曾绪袢，李短才，藏克华 1878 小索鼠的生长和立育．灭鼠和 鼠类生曲学研究报告 第 3集，51--65 

内泉古锝韩韩勒噩卫生防疫站 1875 布氏田鼠的生态研究．动物学报 21(1)：30--89． 

施大钧 l986 低敷量期布氏田鼠在不同季节中对生撬的盎择爰影响因素的研究．兽粪学报 6(4)：287--29B。 

Bro霄n，E．B． 1073 Change~ in 伸 t妇Ⅲs of season]growth of Microtu8 p睇 5̂ № 证us EcoIosy 

54(5)：ll8a～ llio． 

Ksebs。C． ．，L Barry Kellef sad R．H．Tamarin 1965 Microtu8 popalation biol0gy：Demographic 

changes in flu~uting population of M ．ochrogaster and M ．Pe目l5，tv口n us in southexn Indian。 

Ec01ogy 50(4)：58 7--607． 

k cke，． ．A． i 6 7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ipodomys 2tephensi． ．M 口mm ．蚰 (4)：624--632． 

Nevson，Robin 19B3 Differenee in number．reproduction and savviv&1 b~ween two es ighboring 

popalation of bask voles(C~ethrionomyz g Z口reolu8)．EcOZ0g 44(I)Ii0-- i20． 

Sauer． ．R．and  N．A．S de l口8B Field·determined 0吼 h r~'tes of prairie voles (Mtcrottt2 OCkro· 

zosIer)：Ohse~ved patter~ sad enviromva~al isfltt~ ceS．J．Mdmm ．67(I)：61-- 68． 

Reicbstein H．19e0 Betr~ge z biologic ei~es s怡ppe吣 口s，Microgu*(ph~~eomys)bra~dti(Radde 

1861)Z．Sgugetierk 27"-148-- 163． 

一 58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 

● 

外文摘要 (Ab st ract) 

A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BRANDT’S VoLES 

W U Xia0dong 

(Grassland Department，J Mongolia College。，Animal Husbandry and Agr “tt“rc) 

This work on Brandt s vole，M icrotus brandti，was carried out at Amugulcng． 

X lnbarhuznoql，Inner M ort golia from April to October in 1985． The dala were collected 

mainly by mark and release trapping．A total of 2786 individuals were marked． 

The analysing results Were as follow s： 

1． There are apparent seasonal changes in population age composition． In early 

sprlng most in dividuals the population are overwint~ ing adults．weigbting 21-- 30 

gram s． 

2． The average daily growth rate of the yotm g vole decreased with time from 

spr~ng to autumn，its regression equation is LgY=8．9312—0．3317LgX． 

3． The seasonal mi gratlon of the vole is apparent． The diteh is its optimal habi— 

fat． Tbe 、roles emlgrate from the ditch outwards after reproduction in spring and jmJ力j— 

grated backwards in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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