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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索湾垦区啮齿动物群落结构与物种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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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莫索湾垦区啮齿动物调查，按不同生境共抽取 *) 个样地，采用铗日法进行鼠类

密度调查，共置 *" $"" 个铗日，捕获啮齿动物 $$% 只，分属 & 科 + 属 ** 种。经聚类分析，该垦区鼠类群落

可划分为 % 种群落类型：（*）以大沙鼠（1"(23(20& (4#2)&）, 子午沙鼠（5%*#($%& 2%*#6#+$)&）为主的荒漠型；

（!）以红尾沙鼠（5%*#($%& %*07"*()*)&）, 小五趾跳鼠（8,,+97+/+ %,+7%*）为主的半荒漠灌丛型；（&）以柽柳沙鼠

（5%*#($%& 7+2+*#&9#$)&）, 小林姬鼠（84(6%2)& &0,:+7#9)&）为主的林地型；（$）以小家鼠（5)& 2)&9),)&）, 小林

姬鼠为主的农田型；（#）以灰仓鼠（!*#9%7),)& 2#/*+7(*#)&）, 子午沙鼠为主的弃耕地型；（%）以褐家鼠（1+77)&
$(*:%/#9)&）为主的城镇型。从原始荒漠到城镇居民区的环境梯度变化中，鼠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呈上升趋

势（*-*"# & ’ *-!($ $），到农田达到最大，农田到居民区则略有下降；均匀性随各群落生境类型不同，变化

无规律性（"-%$! &" ’""-+!" (）；优势度则呈下降趋势（"-$*( % ’ "-&&% )）。生境差异、植被盖度和人为

干扰强度对鼠类群落多样性均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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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荒漠小型兽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研

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7 8 77］。对新疆内陆干

旱区啮齿动物群落的研究，胡德夫等［79］曾对塔

里木盆地东南缘绿洲鼠类群落的空间配置作过

报道；张大铭等［7:，7;］对阿拉山口、准噶尔盆地啮

齿动物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进行过研究；艾

尼瓦尔等［7<］对达板城荒漠及农区鼠类群落结

构有过报道；戴昆等［7=］对荒漠鼠类群落格局进

行过研究。此外，周旭东等［7>］对新疆甘家湖自

然保护区啮齿动物群落的时间动态进行过报

道。但有关原生荒漠开垦为人工绿洲后鼠类群

落的结构特点及变化规律等，至今报道甚少。

9??; 年 = 8 @ 月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近半

个世纪才开垦出的人工绿洲———莫索湾垦区的

啮齿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探讨荒漠人工生态

系统中鼠类群落结构、群落多种静态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探讨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

提供基础资料。

) 环境概况

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以北、额尔齐斯河A乌
伦古河以南，该地动物区系具有东、西荒漠类型

的过渡性质。盆地中心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我

国第二大沙漠，莫索湾垦区位于其南缘，地处

;;B<:C 8 ;<B79CD，@<B<;C 8 @=B7?C E，海拔 :;= 8
:<F 2。气 候 干 燥，属 温 带 荒 漠 气 候，白 梭 梭

（!"#$%&#$’ ()*+,-.+）在 该 地 分 布 集 中，与 梭 梭

（! , "//$0)’0*$’）共同构成荒漠植被的优势种

群，植被覆盖度达 9?G 8 :?G。除梭梭、白梭

梭外，还 有 红 柳（ 1"/"*,% *"/$+,++,/" ）、胡 杨

（ 2$(.#.+ 0,3)*+,4$#," ）、沙 拐 枣（ 5"##,6$’./
7"+-86"*,-./）、骆驼刺（9#8"6, +("*+,4$#,"）以及藜

科（4H+)050!"(*+(+）、禾 本 科（I&(2")+(+）、蒿 属

（9*:)/,+,"）、猪毛菜属（ ;"#+$#"）等盐生、旱生植

物。7F<@ 年夏，广大军垦战士进驻荒原，经过

修渠引灌、平沙造田、植树造林等艰辛创业，建

成林网纵横、条田错落、生机盎然而生境明显改

善的人工绿洲。垦区共 : 个团场，其最北面的

7<? 团场，自东南向西北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约 =? J2，其东、北、西三面为沙丘环抱。年

均温 =K7L，无霜期 7<< !，年均降水量 77>K9
22，潜在蒸发量高达 7 F;9K7 22，日照 9 >;< H，

!7?L，积温 : ==7L。全团场总面积 ;<7 J29，

土壤基质为灰漠土、干青土、堆垫土、风沙土、盐

土 < 类，系由古呼图壁河流冲积、沉积与风沙形

成的沙丘相间、交错形成。调查主要集中在该

团西北部的中科院莫索湾生态站及其周围广大

地区。

* 研究方法

依据当地环境特征和植被类型选取 7@ 块

样地。

样地 7：胡杨幼林（;<B?@C<<M D，@<B<;C@9M
E），为在梭梭荒漠上栽种 : 个月的胡杨林地。

自然环境干旱恶劣，靠外界引水供给。平均植

被盖度约 7?G。

样地 9：原始梭梭荒漠（;<B?@C;=MD，@<B<;C
>?ME），植被除梭梭、白梭梭外，还有少量琵琶柴

（<)"./.*," +$$’6$*,-"），地表草本有猎毛菜等。

平均植被盖度约 7<G。

样地 :：棉田（;<B?:C=FMD，@=B?:CF?ME），在

一碱地上开垦 > 年的棉花地，中间田埂处长有

红 柳、骆 驼 刺、旱 生 矮 芦 苇（ 28*"6/,:)+
-$//.’,+）等原先碱地上的植物。平均植被盖

度约 F?G。

样地 ;：红柳沙丘（;<B?=C@@MD，@=B?7C<9M
E），主要植被以红柳为主，还可见骆驼刺、盐节

木 （ !"#$-’)/./ +:*$=,#"-)./ ）、 对 节 刺

（ !$*"’,’$>," .#,-,’" ）、角 果 藜（ 5)*":$-"*(.+
"*)’"*,.+）、碱蓬（ ;.")0" 6#".-"）、琵琶柴等，平

均植被盖度约 :?G。

样地 <：人工梭梭林（;<B?=CF>MD，@=B??CF;M
E），开垦 7< 年，梭梭密度大于 @?G，地表草本

很少，干旱。平均植被盖度约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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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 !：麦地（"#$%!&’#()，*#$#’&"’(+），,%
世纪 #% 年代开垦，弃耕多年，-’’* 年又重新开

始耕种，先后种过西瓜、玉米，如今作物为小麦，

地边、地头还有少量苜蓿、树苗。平均植被盖度

约 ’%.。

样地 /：棉田（"#$%/&"!()，*!$%%&,0(+），开

垦 "% 年左右的棉花地。棉花长势旺盛，密度很

高。平均植被盖度 ’#.以上。

样地 *：半流动沙丘原始梭梭荒漠（"#$%/&
!*()，*!$%-&0’(+），沙梁顶部植被较少，主要有

白梭 梭，丘 间 有 梭 梭、沙 拐 枣、对 节 刺、沙 蓬

（ !"#$%&’())*+ ,-.*##%,.+ ）、 鹤 虱 （ /*&&.)*
,0+$")*1#*）等。平均植被盖度约 -%.。

样地 ’：生态站（"#$%0&,#()，*!$%#&#*(+），

一排土木结构平房，和一栋 , 层楼房，四周有樟

子松（2$3., ,()40,5#$,）、胡杨、农田等。平均植被

盖度约 *%.。

样地 -%：干旱成年榆树林（"#$%*&/0()，*#$
#"&*0( +），开 垦 0% 年 以 上 的 林 地，种 有 沙 枣

（6)*0*"3., *3".,5$7%)$*）树等多种树木，由于供

水严重不足，加之有人放牧，大部分树木已枯

死，植被发育状况很差，鼠类基本缺乏食物供

应。平均植被盖度约 #%.。

样地 --：麦地（"#$%!&’#()，*#$#’&"’(+），调

查时小麦刚收割完，尚有麦垛在其中，麦茬间仍

可见 少 量 麦 穗 遗 留 在 地 中。平 均 植 被 盖 度

*%.以上。

样地 -,：苜蓿地（"#$%!&-!()，*!$%%&!%(+），

开垦 "% 年左右，苜蓿长势旺盛，供水充足。平

均植被盖度 ’#.以上。

样地 -0：枸杞林（"#$%"&0/()，*!$%-&,0(+），

是在开阔平坦碱地上开垦 , 年的枸杞（ /(8$.+
8’$303,0）林。此林栽种时即有水渠供水，植被

发育状况良好，并且靠近居民区。平均植被盖

度约 "%.。

样地 -"：休耕地（"#$%*&#/( )，*#$#!&*-(+），

开垦 "% 年左右的麦地犁过后裸露的地，无植

被。平均植被盖度几乎为 %。

样地 -#：城镇居民区（"#$%!&-! ()，*!$%%&
!%(+），大多为土木结构的平房，房前有院落，居

住较为分散。

样地 -!：枸杞林（"#$%"&0/()，*!$%-&,0(+），

枸杞植株纵向排列，列间隔约 ! 1 左右，为开阔

平坦碱地，地表有草本覆盖，主要为猪毛菜属植

物。平均植被盖度约 "%.。

样地 -/：成年榆树林（"#$%!&-"( )，*!$%%&
!’(+），开垦 0% 年以上的林地，有榆树、沙枣树

等，水分供应充足，植被发育状况良好，为当地

旅游区，人类有一定程度干扰。平均植被盖度

约 *%.。

样地 -*：白菜地（"#$%#&#/( )，*!$%!&#’(+），开

垦 "% 年左右的麦地，刚犁过后又种植白菜，种白

菜的时间有两个月左右。平均植被盖度约 *#.。

采用铗日法捕鼠，每块样地按 - 21, 以 -%%
13 -%% 1 面积为单位置铗，铗距 # 1，铗线距

,% 1。居民区民房、院落按 ! 1, 置铗一只的原

则布铗，各样地置铗取样 - 日，早晚各检铗 -
次。鼠铗为 , 号标准铁铗，诱饵为花生米。所

捕获的鼠类标本均按常规生物学方法测量，解

剖记 录 雌 体、雄 体 及 性 腺 发 育 等。用 种 类

（4567869）、多样性指数（:8;6<98=> 8?@6A）、均匀性

指数（+;6??699 8?@6A）、优势度（:B18?C?76）" 个

参数来描述各个生境中鼠类群落特征。将各样

地中每种鼠类按捕获率的构成比（.）作为分类

单元建立矩阵，然后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准则

为组平均法，并据此作群落划分。群落命名参

考夏武平等［-*］建议的群落命名原则。全部数

据资料用 4D44 --E%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群落 多 样 性 指 数（ 9&）以 42C??B?FG68?6<
（DH=1C? C?@ G<C==6?，-’*"）公式计算：

9& I J!
,

$ I -
2$ K?2$

其中 9& 为多样性指数；: 为组成群落的鼠种

数；2$ 为第 $ 鼠种个体数占群落中各鼠种的总

个体数的比例。

群落均匀性指数（6）以 D86KBH（-’!’）公式

计算：

6 I 9& L9& 1CA 或 6 I 9& LK?:
其中 6 为均匀性指数；9& 1CA为最大均匀性条件

下的多样性指数；: 为群落鼠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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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优势度指数（!）以 !"#$%&#’（()*+）公

式计算：

优势度 ! , !
"

# , (
（$# ）

-

其中 ! 为优势度指数；$# 为第 # 鼠种个体数占

群落中各鼠种的总个体数的比例。

样本亲疏程度以 ./012& 相似度公式［()］计算：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表示样本总数；) 表示每个样本是一个

) 维空间向量；(’# 表示第 ’ 个样本在第 # 个分量

上的取值；(’% 表示第 ’ 个样本在第 % 个分量上

的取值；./0!#% 为 #、% 两个向量间夹角的余弦。

! 结果与分析

!"# 样地鼠种组成 共置铗 (3 433 只，捕鼠

445 只，计 (( 种，分属跳鼠科（617/8189&）- 种、鼠

科（:"#189&）; 种、仓鼠科（.#1<&’189&）5 种。各样

地的铗捕数与捕获率见表 (。

表 # 莫索湾垦区不同样地生境鼠类组成

$%&’( # )*(+,(- +./*.0(01- .2 3.4(01 +.//50,16 ,0 4,22(3(01 7%&,1%1- ,0 8.-5.9%0 3(+’%,/%1,.0

样方号

=$/’

铗日数

>#97?89@
2"A%&#

大沙鼠

*+,&-,&."
,/#&0"

子午沙鼠

123#,)2"
&23#4#5)0"

三趾毛脚

跳鼠

!#/0"
"56#775

小五趾

跳鼠

8995:7565
295723

红尾沙鼠

123#,)2"
23.7+3,030"

柽柳沙鼠

123#,)2"
75&53#":#?

)0"

小林姬鼠

8/,42&0"
".9;57#:0"

小家鼠

10"
&0":090"

根田鼠

1#:3,70"
,2:,),&0"

灰仓鼠

<3#:27090
&#6357,3#0"

褐家鼠

*5770"
),3;26#?
:0"

( ;33 -（3B5*） -（3B5*） -（3B5*） (（3B;;）

- -33 -（(B33） C（-BC3）

; 4C3 (（3B--） 4（3B+)） C（(B(3）

4 ;33 (（3B;3） *（-B;;）

C -C3 4（(B53） (（3B43） C（-B33）

5 ( 333 (（3B(3） -（3B-3） ;（3B;3） (（3B(3） +（3B+3） (（3B(3） (（3B(3） (（3B(3）

* C33 )（(B+3） -（3B43）

+ ( -33 -4（-B33） 45（;B+;） *（3BC+） (（3B3+）

) ( -33 4（3B;;） (;（(B3+）-*（-B-C）

(3 -33 (（3BC3）

(( - 333 (（3B3C） C（3B-C） 4C（-B;3）()（(B33） -（3B(3）

(- ;33 -(（*B33）(;（4B;3） ;（(B33）

(; ;33 C（(B5*） ((（;B5*）(+（5B33） (（3B;3） (（3B;3）

(4 -33 -（(B33） (（3BC3）

(C C33 (（3B-3） (（3B-3） 4（3B+3） C（(B33） ((（-B-3）

(5 )33 (+（-B33） )（(B33） ;*（4B(3） (（3B(3） (（3B(3）

(* 433 ;（3B*C） ;（3B*C） (（3B-C） 5（(BC3）

(+ -33 -（(B33） -（(B33） C（-BC3）

括号内数据为不同样地鼠类捕获率（D）。

69’9 12 %#9<E&’0 9#& <97’"#&8 #9’&0 /F #/8&2’ 12 81FF&#&2’ 09A7$&0G

!": 鼠类群落的划分 聚类分析采用 H=HH
((B3 统计分析软件，利用向量的内积系数计算

其相似性测度：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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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树形聚类图（图 !）。

由图 ! 可知，当相似系数为 "#$%& 时，可将

各样地鼠类群落聚合为 ’ 类，其组成以鼠种密

度（只 ( )*+）表示，见表 +。

图 ! 莫索湾垦区不同样地鼠类群落相似性指数聚类树状图

"#$% ! &#’#()*#+, -(./+0* +*00 12 *1304+ -1’’.4#+, #4 3#220*04+ /)’5(0/

表 6 莫索湾垦区鼠类群落的组成（只7)*6）

8)9(0 6 :1’51404+/ )43 304/#+, 12 *1304+
-1’’.4#+,（,-. % 7)*6）

物种 /012,13 ! " # $ % &
大沙鼠 4#5&

子午沙鼠 !"#54 4#’& !#4 "#!% +
三趾毛脚跳鼠 "#56

小五趾跳鼠 "#’& $#’&
红尾沙鼠 +#$! !"#’ !#’$ "#$% "#+
柽柳沙鼠 $#+$ "#4 ! "#+
小林姬鼠 $#!% &#!

小家鼠 "#! &#$ "#6
根田鼠 +#!
灰仓鼠 "#$ "#+ 4 !
褐家鼠 "#4 "#! +#+

罗马数字代表不同鼠类群落类型。

78*9- ,- :9;<1 + =10=131-:1. .,>>1=1-: =8.1-: 28**?-,:@ :@013A

群落!：为大沙鼠 B 子午沙鼠荒漠型鼠类

群落（样方 !、+、$、%、6）。大沙鼠、子午沙鼠为

原生荒漠中的固有种类；胡杨幼林虽有外界引

水供给，但三面为梭梭荒漠包围，且仅栽种 4 个

月，鼠类仍为原始荒漠种类；人工梭梭林栽种后

便无人管理，周围为沙丘所环绕，虽开垦年限较

长，鼠类仍为荒漠类型。

群落"：为红尾沙鼠 B 小五趾跳鼠半荒漠

灌丛型鼠类群落（样方 !"、!4、!’）。枸杞林，栽

种时即有水渠引水供给，虽仅开垦经营了 + 年，

鼠类已有别于荒漠类型，大沙鼠消失，子午沙鼠

数量大大减少，红尾沙鼠上升为主导地位。由

于此生境较为开阔平坦，土壤为碱地，适宜小五

趾跳鼠生存，故其仍存在一定比例；干旱成年榆

树林由于缺乏水分供应，大部分树木已枯死，鼠

类缺乏基本食物供应，虽开垦种植了 4" 余年，

鼠类已退化成半荒漠灌丛型。

群落#：为柽柳沙鼠 B 小林姬鼠林地型鼠

类群落（样方 4、&、5、!&）。生态站常住人口很

·$4·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少，房屋周围有大片林地围绕，生境主要为林

地，与成年榆树林相似；棉田虽为人类精耕细

作，但仅有少数鼠种分布其中，调查中发现柽柳

沙鼠数量较多，而且随开垦年限的增加，柽柳沙

鼠的优势地位愈加明显，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小

林姬鼠存在。

群落!：为小家鼠 ! 小林姬鼠农田型鼠类

群落（样方 "、##、#$）。小麦地与苜蓿地中均有

典型农田鼠类和田鼠，且小家鼠、小林姬鼠均占

有相当比例。

群落"：为灰仓鼠 ! 子午沙鼠弃耕地型鼠

类群落（样方 #%、#&）。样地 #%、#& 均为当年小

麦犁过后的地，一块休耕，为裸地，另一块种植

了白菜，白菜较稀疏，与裸地呈镶嵌型排列，由

于这两块地均经过一次高强度干扰———翻耕，

其中仅有极少量鼠种存在，以灰仓鼠和子午沙

鼠为主。

群落#：为褐家鼠城镇型鼠类群落（样方

#’）。居民区景观与其他景观显著不同，“伴人”

鼠种褐家鼠已侵入该地，并发展成为当地居民

区优势鼠种，这种典型人工景观鼠类群落明显

不同于其他类型群落，故单独成一类。

!"! 群落多样性、均匀性、优势度比较 为进

一步深入认识鼠类群落的结构，采用描述群落

静态特征的几个参数（!、"(、#、$）来分析鼠类

群落结构的多样性特征。见表 )。

表 ! 莫索湾垦区不同生境中鼠类群落多样性特征

#$%&’ ! ()*’+,)-. /0$+$/-’+),-)/, 12 +13’4- /15564)-.
)4 3)22’+’4- 0$%)-$-,

群落

*+,,-./01

物种数

2345/46

多样性指数

7/8496/01 /.:4;

均匀性

<84..466

优势度

7+,/.=.54

$ ’ #>#?’ ) ?>"&" & ?>%#@ "
% " #>#’? A ?>"%$ ) ?>)&) @
& % #>#@@ ) ?>&%A $ ?>)%& @
! & #>)A) # ?>""A A ?>))@ $
" ) #>?## ’ ?>A$? @ ?>)&& A
# ’ #>$@% % ?>@A# & ?>))" &

!"!"7 鼠类群落多样性

!"!"7"7 生境差异影响鼠类群落多样性 由

表 ) 可见群落!多样性指数最高（#>)A) #），此

群落生境类型为农田型，其中的麦地为弃耕多

年后，#AA& 年又开始重新耕种的田地。弃耕地

土壤基质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植被的

丰富性和异质性，进而影响着植被中鼠类群落

的多样性。其次为#居民区（#>$@% %），居民区

民房多为土木结构，房舍分布较为分散，且周围

还有农田，间或农田防护林围绕，沙鼠类易侵入

居民区，造成群落间鼠种的渗透，使其多样性较

高。"和$多样性指数最低，分别为 #>?## ’ 和

#>#?’ )。"为弃耕地型，生境为白菜地和休耕

地，由于这两种地型均经过一次高强度的翻耕，

破坏了原有鼠类的洞穴，使其失去了栖息场所，

加之隐蔽条件较差，其中鼠种类、数量非常稀

少，造成其多样性指数很低；$为荒漠型，荒漠

中虽有一定的植被盖度，但极端干旱，且有天敌

因素的制约，鼠类生存环境恶劣，种类和数量较

少，多样性较低。

!"!"7"8 植被盖度影响鼠类群落多样性 干

旱荒漠生态系统中，水是调控因素，水的空间分

布格局制约着绿洲空间格局。水由富集区的中

心（农田、居民区）向边缘（林地、半荒漠灌丛、原

始荒漠）呈梯度分布，依次递减，制约着相应的

植被盖度亦呈梯度（下降趋势）分布。调查植被

盖度的大小顺序为：原始荒漠（#’B）C 半荒漠

灌丛（约 %?B）C 林地（&?B）C 农田（A?B 以

上），多样性指数大小次序：农田（#>)A) #）D 林

地（#>#@@ )）D 半荒漠灌丛（#>#’? A）D 荒 漠

（#>#?’ )）。可见，随着植被盖度的增加，鼠类

群落的多样性亦呈递增趋势。关于小型兽类与

植被盖度的关系，已有一些报道，研究结果不尽

相同。刘&发等［&］在研究甘肃安西荒漠鼠类群

落多样性时，发现群落多样性与植被盖度呈显

著负相关（ % E F ?>’&" A，& C ?>?’），与植被密

度亦呈显著负相关（ % E F ?>"&) ’，& C ?>?#）；

而宋延龄等［$?］在研究甘肃河西走廊不同生境

中鼠类群落结构时发现，植被盖度低和盖度高

的生境中鼠类群落多样性均低于盖度中等的群

落。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均相异。原因

是刘&发等［&］研究的安西荒漠，研究区环境复

杂，鼠类群落多样性除受植被盖度、密度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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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受海拔（! """ # $ %&" ’）、地下水位（ ( $
’ # ) $"" ’）、土 壤（* 种 类 型）、年 降 水 量

（$+,*- # !$$,*& ’’）等的影响，多种环境因素

综合作用于群落，影响着鼠类群落的多样性，得

出的群落多样性与植被盖度呈负相关的结论，

很难区分是单一因子还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产

生的效应。宋延龄等［$"］对甘肃河西走廊不同

生境鼠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跨越的生态尺度很

大（& 个市县），植物群落明显不同，且海拔高

度、土壤类型、年均降水量等多种环境因子亦有

较大差异。./0012345015［$!］认为对于大尺度的生

态景观来说，生境斑块的异质性，如自然因素差

异或水热条件不同形成的植被类型差异，是影

响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可

见，群落多样性是与特定的、具体的环境条件密

切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区环境是在原始荒漠背

景中建立起来的人工绿洲生态系统，不同样地

生境的海拔高度几乎没有差异，各样地其他环

境因子亦大致相同。当地极端的地理环境特征

决定了水在环境诸因子中占有突出地位，农田

供水多于林地，林地又多于灌丛，荒漠仅靠自然

降水，水分供应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植被

的发育，进而影响着植被的盖度，而小型动物的

分布往往倾向于与植物群落模式相一致。因

此，我们认为，在原始荒漠中的绿洲这种人工生

态系统中，鼠类群落多样性与植被盖度有直接

的相关关系，即盖度越大，鼠类群落多样性越

大。

!"!"#"! 人 类 干 扰 影 响 鼠 类 群 落 多 样 性

6422177［$$］ 提 出 中 度 干 扰 假 说（ 82915’13/:91
3/;9<5=:2>1 ?@A49?1;/;），认为中度干扰增加异质

性，提高多样性和丰富度，严重干扰可能增大，

但更可能是减小异质性。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从原始荒漠经灌丛、林地到农田，鼠类群落

多样性指数呈递增趋势，到农田达到最大，经农

田到居民区则又略有下降。表现在重度干扰

（翻耕导致鼠类洞穴被破坏，使其失去了基本生

存条件）的群落!生境中，鼠类群落多样性指数

最低（!,"!! &）；中度干扰（各种农事活动和人类

经济活动）的群落"、#、$、%生境，多样性指

数较高（!,!&" + # !,B+B !）；而轻度干扰（绿洲

界外区采取了封育措施）的群落&生境，多样性

指数较低（!,!"& B）。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肖治

术等［$B］对都江堰地区小型哺乳动物群落与生

境类型的关系、傅和平等［!!］对阿拉善地区不同

生境小型兽类群落多样性的研究所得结论一

致。这与孙儒泳［$C］关于“干扰理论与生态管

理”的论述“农业实践本身就包括着人类对于农

田的反复干扰”和“中度干扰能增加生物多样性

⋯⋯”的原理一致。

!"!"$ 均匀性 均匀性以群落!最高（",+$" *），

此群落生境为白菜地和休耕地，由于这两块地

均翻耕过，原有鼠种几乎没有存活，鼠的种类和

数量非常稀少，种间竞争减小，分布较均匀。其

余各类型群落生境鼠种类、数量较多，各鼠种之

间相互作用增强，造成分布均匀性下降。

!"!"! 优势度 群落&优势度最高（",C!* -）。

荒漠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使得仅有少数耐干

旱的鼠类能够在其中生存，在漫长的进化发展

过程中，少数种类特化为荒漠类型的固有种类，

如大沙鼠，并在荒漠型鼠种中占据明显优势地

位，使荒漠鼠类群落优势度较高。随着荒漠被

开垦为人工绿洲，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各种

人工景观鼠类相继出现并有所发展，鼠类群落

优势度呈下降趋势。

% 结 论

经对 !% 种样地的鼠类群落进行聚类分析，

莫索湾垦区鼠类可划分为 - 种群落类型：（!）荒

漠大沙鼠 D 子午沙鼠群落；（$）半荒漠灌丛红尾

沙鼠 D 小五趾跳鼠群落；（B）林地柽柳沙鼠 D 小

林姬鼠群落；（C）农田小家鼠 D 小林姬鼠群落；

（&）弃耕地灰仓鼠 D 子午沙鼠群落；（-）城镇居

民区褐家鼠群落。

从原始荒漠到城镇居民区，各鼠类群落多

样性指数呈上升趋势（!,!"& B # !,$*C C）；均匀

性指数则无明显变化的规律性（",-C$ B! !!
",+$" *）；优 势 度 则 呈 下 降 趋 势（",C!* - #
",BB- %）。

鼠类群落多样性与生境差异、植被盖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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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干扰强度有关。荒漠鼠类生存环境恶劣，多

样性低，灌丛、林地、农田生存环境逐步得到改

善，鼠类群落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大；植被盖度增

大，鼠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也增大；轻度干扰和重

度干扰导致鼠类群落多样性下降，而中度干扰

反而使多样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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