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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剖胃法对采自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的草原沙蜥"1"*0$(2%3"+,)&-*($4+,#&#进行

食性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该地区的草原沙蜥在 ’ (D 月间!以昆虫类动物为主要食物!占全部食物的

D0E’F& 不同性别草原沙蜥取食的食物种类差异不显著!雌雄个体的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及营养生

态位重叠值均较大!雄性的食物多样性指数"567#及营养生态位宽度"89:#均大于雌性& 成体和亚成

体之间以及亚成体和幼体之间食物种类存在差异但不显著!而成体和幼体间的食物种类差异极显著!不

同年龄草原沙蜥的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较小!567值与 89:值均是成体最大!幼体最小& 总有益系

数’不同性别的有益系数分别为 ;总 G""E&&F!;雌 G$"ECBF!;雄 GDE’%F!草原沙蜥是对荒漠化草原有

益的类群&

关键词!草原沙蜥%食物组成%益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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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物种的食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
物的历史’生态需求以及其寻找食物的策略
"‘*@=a4Z5Va5M?46+"#$$#& 而且对于个体生态’
行为进化’种群动态以及食物链的认识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在蜥蜴类食性分析方面
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林植华等 "###!张永普
等 "###!"##&!邱清波等 "##$!许雪峰等 "##%!
赵文阁等 "##B!刘洋等 "#$$!b4: M?46+"#$$!
‘Z49VM?46+"#$"#!但关于草原沙蜥 "1"*0$(2%E
3"+,)&-*($4+,#&#食性研究的报道较少& 陈小勇
等"$DDC#对草原沙蜥春季的食性做过调查!连
雪""#$$#对草原沙蜥食物多样性及营养生态
位宽度做了初步统计并对其有益系数做了计
算!毕俊怀等"$DDC#的研究中提出草原沙蜥捕
食大量有害昆虫!对消灭荒漠害虫!保护沙生植
物有重要意义& 通过食性的分化减少种间和种
内的竞争并选择有效的取食策略以获得充足的
食物!是爬行类动物生存和发展最根本保障
"Y*X?$D0’#&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量研究不同年
龄和性别草原沙蜥食性的差异及其有益系数!
了解该物种秋季的食性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之间的差异&

;<材料与方法

;=;<自然概况!草原沙蜥在内蒙古自治区主
要分布于辽河平原’阴山南麓高平原’阴山北部
锡林郭勒草原’东部鄂尔多斯草原’西部鄂尔多
斯荒漠以及阴山北部乌兰察布荒漠 "赵肯堂
"##"#& 用于本项研究的草原沙蜥于 "#$$ 年 ’
(D 月采集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北部的库布齐沙
漠"&#c$"d)!$$$c#Bd1#!该地区生境属于典
型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海拔 $ $## 3左右!总
面积约 $&0 万 ;3"&
;=><实验动物采集!选择在草原沙蜥的活动
高峰期"连雪 "#$$#徒手捕捉!捕获后立即注射
C0F乙醇于蜥蜴腹腔内!之后放入 C0F乙醇溶
液中保存!带回实验室&
;=?<食性分析!将野外采集的标本解剖!取出
整胃!借助放大镜和解剖镜鉴别胃内容物中的
食物种类! 统计各种食物的数量 "林植华

"####& 半消化不完整的种类!依照其残存的
复眼’触角’口器’颚’附肢以及腹板等来鉴定&
在分析过程中参照 )昆虫学 * "南开大学等
$D’##’)昆虫学分类学* "蔡邦华 $DC%#’)内蒙
古昆虫* "能乃扎布 $DDD #等书目进行鉴定&
我们在鉴定时以昆虫头部’翅’口器和附肢等较
难消化的部分作为分类依据!故只能鉴定到科
"毕俊怀等 $DDC#&
;=@<数据统计!所有数据用 1A>M6软件和
/]VV软件处理!数据作参数统计分析前!分别
检验其正态性"‘*63*T*Z*̂2/35Z:*̂ ?MV?#和方差
同质性"_234A?MV?#& 用方差分析"I)LbI#分
别检验不同性别和年龄个体所食食物种类的差
异& 文中所有描述性统计值均用平均值!标准
误表示!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G#E#0& 食物数
量百分比 "F#和食物频次百分比 "1#分别以
FG$$G:$和 1G$"G:"计算!式中!$$和 $"分别
表示某类食物在胃内出现的数量和频次!:$和
:"分别表示各食物类群在胃内出现的总数量
和总频次"梁中宇等 $D0’#& 食物数量为解剖
后胃内某类昆虫的个数!食物频次为解剖后某
类昆虫出现的次数& 以 1= G""135: # 计算食
物百 分 率 相 似 性 指 数 " 5:WMA *X]MZ>M:?
V53564Z5?=!1=#!式中!135:为每一科最低的百分
比& 用 17G$ e1= 计算胃内容物类群的百分
率相异性指数 "5:WMA*X]MZ>M:?W5̂MZV5?=!17#
"孙儒泳 "##$#& 以 HG$ e$G!f158e18a f计算
营养生态位重叠 " *̂MZ64] *X?Z*];5>M>*6*T5>46
:5>;M!H#!用 = G$ eH计算营养生态位分离值
"VM]4Z4?5*: *X?Z*];5>M>*6*T5>46:5>;M!=#!158和
18a分别为被 8和 a 动物组利用的第 5种食物在
所有被利用的食物中所占的数量百分比例
" />;*M:MZ$DB’! R*WZ5T9M@M?46+"##’ #& 以
89:G$G!15

"计算营养生态位宽度 " 7ZM4W?; *X
?Z*];5>:5>;M!NY)#!式中! 15为实际利用的第 5
种食物在所有被利用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
" ,*6\M66M?46+$DC$! YM5AM5Z42_56;* M?46+
"##%#& 采用食物多样性指数 "5:WMA*XX**W
W5̂MZV5?=!567# 即 香 农2威 纳 指 数 " /;4::*:2
U5M:MZ5:WMA#计算胃内食物类群的丰富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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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Ge""15#"6*T"15#!式中!15为第5类群在
胃中的食物数量百分比"孙儒泳 "##$#& 采用
;G"$ e)#G4评价草原沙蜥的益害!式中!$ 和
) 分别为胃内有害种类和有益种类个体数!4为
内容物总数!;为益害指数& 计算时!益害兼有
及益害不明两类的数据不统计在有益或有害的
任一类中!但在计算内容物总数"4#时!则包含
& 种类型的数据总和 "梁中宇等 $D0’#& 摄食
率 G实胃数g总胃数!实胃数即非空胃的个
体数&

><结<果

>=;<草原沙蜥胃内容物组成!本研究中共分
析了草原沙蜥 $%D 个胃的内容物& 包括成体
"D 个!亚成体 $## 个!幼体 $# 个%雌性 0" 个!雄
性 ’C 个& 其中!空胃 $ 个!实胃 $%’ 个!摄食率
DDE"’F& 胃内容物中共鉴定出 " 纲 $" 目
"C 科的动物物种!取食食物 % ’BC 个 "套#!在
部分个体的胃容物中发现少量植物碎片!但由
于已消化!难以进行物种鉴定& 在取食的动物
物种中!主要以昆虫纲"O:VM>?4#动物为主!占全
部食 物 总 数 量 的 D0E’F& 其 中! 鞘 翅 目
",*6M*]?MZ4#’ 同 翅 目 "K*3*]?MZ4#’ 膜 翅 目
"K=3M:*]?MZ4#和半翅目"KM35]?MZ4#的昆虫尤
为 常 见! 最 喜 食 的 昆 虫 种 类 包 括 蚁 科
"_*Z35>5W4M# " %DE"%F#’ 蚜 科 " I];5W5W4M#
"$DE"&F#’鞘翅目幼虫 ",*6M*]?MZ4P4Ẑ4M#
"$CEC$F#’瓢甲科 ",*>>5:M665W4M# " %E$%F#’
叶蝉科 ",5>4WM665W4M# ""E&BF#和鳞翅目幼虫
"PM]5W*]?MZ4P4Ẑ4M# ""E"’F#等& 另外!草原
沙蜥对蜘蛛目"IZ4:M5W4#的捕食频率也较高!
为 "E0BF"表 $#&
>=><不同性别的草原沙蜥食性比较 !对不同
性别的草原沙蜥胃内容物进行分析!雌雄两性
最喜捕食膜翅目蚁科 "雌性 &&E$%F!雄性
&#ED$F#!其次为鞘翅目幼虫 "雌性 $’E0&F!
雄性 $’E"%F#! 再次是同 翅目蚜科 "雌性
$CEC%F!雄性 $&E"’F#"表 "#& 经 I)LbI检
验显示!两性间所食食物种类差异不显著
"6$!$"C G#EC#%!1G#E&#&#& 通过计算可得出

不同性别草原沙蜥的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
"1=#’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17#’营养生态
位重叠值"H#’营养生态位分离值" =#’食物多
样性指数 "567#’营养生态位宽度 "89:#
" 表 % #& 草 原 沙 蜥 雌 雄 个 体 的 1= 值
" D#E#’I# 及 H 值 " #EDB # 均 较 大! 17 值
"DED"I#及 = 值"#E#&#均较小!说明雌雄个体
间的食物相似度较大!两者存在食物强烈竞争
的可能性& 雄性草原沙蜥的 567值""ED’#及
89:值"$&E#$ #均大于雌性 "分别为 "EBC 和
$%E"C#!说明雄性草原沙蜥取食的丰富度比雌
性大&
>=?<不同年龄阶段的草原沙蜥食性比较!在
捕捉的 $%D 条草原沙蜥中!成体草原沙蜥主要
以蚁科 "&&E&%F#’蚜科 "$"EB$F#’鞘翅目幼
虫"$#EC#F#’瓢甲科 "CEB"F#等昆虫为主要
食物!亚成体以蚁科 " &$E&CF#’鞘翅目幼虫
""#E""F#’蚜科"$BE""F#’蜘蛛目""E&0F#’
叶蝉科""E%#F#以及瓢甲科 ""E%#F#为主要
食 物! 幼 体 则 以 蚜 科 " 0$E$$F#’ 蚁 科
"$0E#BF#’鞘翅目幼虫 "$"E%0F#’半翅目幼
虫 "&E&&F#’蜘蛛目 ""EDBF#等为主要食物
"表 "#& 经 I)LbI检验显示!成体和亚成体
之间所食食物种类存在差异 "6$!$"C G$E’"D!
1G#E$’#%亚成体和幼体间的食物种类也存在
差异"6$!$#’ G"E&%!1G#E$"%#%而成体和幼体
间的食物种类差异极显著 "6$!%C GCEC’0!1G
#E##’#& 不同年龄草原沙蜥的 1= 值较小
"&#E#D#!17值"0DED$#较大!说明不同年龄间
取食的食物种类有差异& 不同年龄草原沙蜥的
567值 与 89: 值 均 是 成 体 最 大 " "ED0 和
$%E’D#!亚成体次之 ""E’% 和 $%EC$#!而幼体
最小""E0’ 和 $"E"%# "表 &#!即草原沙蜥取食
丰富度是成体 h亚成体 h幼体&
>=@<益害评价!通过表 $’表 " 可对不同性别
的草原沙蜥进行益害评价!利用有益系数公式
可分别算得草原沙蜥总有益系数’不同性别的
有益系数!;总 G""E&&F!;雌 G$"ECBF!;雄 G
DE’%F& ;均为正数!因此草原沙蜥取食害虫
比益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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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
SN
"#

R
"
L"
M

PQ
N#
P

"S
"

""
NJ
Q

R
"K

SN
OM

"P
"N
LS

R
LM

"N
OM

LS
LN
MQ

R
OK

"N
#O

#M
PN
"P

R
"

SN
SP

"
SN
"#

R
P

SN
SK

#
SN
#P

R
#

SN
SL

#
SN
#P

R
K

SN
#"

M
SN
K"

R
O

SN
"S

O
SN
OJ

R
P

SN
SK

P
SN
PL

R
P"

SN
KS

#O
#N
MK

R
"Q

SN
OQ

""
"N
#M

R
K

SN
#"

J
SN
JQ

R
P

SN
SK

P
SN
PL

R
"

SN
SP

"
SN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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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食
物
类
型

$%
%&
’(
)*

食
物
数
量

+,
*(
-.
/
0*
,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出
现
频
次

$,
*6
.*
-3
(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有
害
动
物

7
4,
/
8.
9

4-
:/
49
;

有
益
动
物

<*
-*
8:3
:4
9

4-
:/
49
;

益
害
兼
有

<*
-*
8:’
4-
&

=4
,/

益
害
不
明

<*
-*
8:’
45
4:
-;
’

.-
>-
%?
-

寄
蝇
科
G4
3=
:-
:&
4*

蝇
科
T
.;
3:
&4
*

鳞
翅
目
幼
虫
@*
):
&%
)’
*,
4
94
,A
4*

直
翅
目
U
,’=
%)
’*
,4

幼
虫
@4
,A
4*

蝗
科
D
3,
:&
:&
4*

半
翅
目
7
*/
:)
’*
,4

幼
虫
@4
,A
4*

网
蝽
科
G:
-5
:&
4*

盲
蝽
科
T
:,:
&4
*

花
蝽
科
D
-’
=%
3%
,:&
4*

异
蝽
科
V
,%
;’
(9
:&
4*

缨
翅
目

幼
虫
@4
,A
4*

G=
(;
4-
%)
’*
,4

管
蓟
马
科
+=
94
*%
’=
,:)
:&
4*

弹
尾
目
C%
99*
/
0%
94

圆
跳
虫
科
H/
:-
’=
.,
:&
4*

蛛
形
纲

蜘
蛛
目
D
,4
-*
:&
4

D
,4
3=
-:
&4

蜱
螨
目
D
34
,:-
4

植
物
+9
4-
’
植
物
碎
片
I
*0
,:;

"
SN
SP

"
SN
"#

R
O

SN
"S

P
SN
PL

R
KK

#N
#K

LJ
JN
OK

R
"

SN
SP

"
SN
"#

R
#

SN
SL

#
SN
#P

R
PQ

"N
S"

"J
"N
KL

R
#Q

SN
ML

#P
#N
JJ

R
MS

"N
K"

#M
PN
"P

R
"M

SN
OO

"S
"N
"J

R
"

SN
SP

"
SN
"#

R
O

SN
"S

P
SN
PL

R
"L

SN
PQ

"L
"N
MO

R
M

SN
"K

O
SN
OJ

R
QQ

#N
LJ

J"
MN
SJ

R
#S

SN
L#

""
"N
#M

R
O#

"N
SQ

#S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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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
同
性
别

! 年
龄
草
原
沙
蜥
食
性

#
$%
&’
3"
#
(’
2.
’/
)*
+
,*
-.
/.*
0-
*1
2.
11
’4
’0
/
-’
5’
-
$0
2
$6
’-
.0
!"
#$
%&
’(
)"
*+
,-
.#
&%
/*
+0-
-/
*+
$)
(

食
物
类
型

$%
%&
’(
)*

雌
性
$*
/
49
*!

!
W
O#

"
雄
性
T
49
*!

!
W
KM

"
成
体
D
&.
9’!

!
W
#Q

"
亚
成
体
H.
04
&.
9’!

!
W
"S
S"

幼
体
X.
A*
-:
9*
!!
W
"S

"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昆
虫
纲

鞘
翅
目

幼
虫
@4
,A
4*

B;
*3
’4

C%
9*
%)
’*
,4

瓢
甲
科
C%
33
:-
*9
9:&
4*

象
甲
科
C.
,3
.9
:%
-:
&4
*

步
甲
科
C4
,4
0:
&4
*

同
翅
目

幼
虫
@4
,A
4*

7
%/
%)
’*
,4

蚜
科
D
)=
:&
:&
4*

叶
蝉
科
C:
34
&*
99:
&4
*

粉
介
科
+;
*.
&%
3%
33
:&
4*

蚧
亚
目
C%
33
%/
%,
)=
4

膜
翅
目

幼
虫
@4
,A
4*

7
(/
*-
%)
’*
,4

蚁
科
$%
,/
:3
:&
4*

姬
蜂
科
B3
=-
*.
/
%-
:&
4*

茧
蜂
科
<,
43
%-
:&
4*

小
蜂
总
科
C=
49
3:
&%
:&
*4

蚜
小
蜂
科
D
)=
*9
:-
:&
4*

胡
蜂
科
E
*;
):
&4
*

蚜
茧
蜂
科
B-
3.
0:
&4
*

姬
小
蜂
科
F.
9%
+=
:&
4*

叶
蜂
科
G*
-’
=,
*&
:-
:&
4*

广
腰
亚
目
H(
/
)=
(’
4

脉
翅
目
幼
虫
2
*.
,%
)’
*,
4
94
,A
4*

双
翅
目

幼
虫
@4
,A
4*

I
:)
’*
,4

食
蚜
蝇
科
H(
,)
=:
&4
*

长
足
虻
科
I
%9
:3
=%
)%
&:
&4
*

蠓
科
C*
,4
’%
)%
5%
-:
&4
*

寄
蝇
科
G4
3=
:-
:&
4*

蝇
科
T
.;
3:
&4
*

"K
NL
O

"P
NL
S

"K
N#
P

"P
NS
M

"S
NM
S

""
NM
J

#S
N#
#

"P
NJ
O

"#
NP
L

"P
N"
J

#N
JM

KN
S#

PN
MP

MN
SK

MN
J#

"S
N"
J

#N
PS

JN
OQ

"N
#P

JN
LK

SN
P#

"N
JQ

SN
OL

"N
K"

SN
#Q

"N
SM

SN
OP

#N
SS

SN
#L

"N
P#

SN
SS

SN
SS

SN
SO

SN
"K

SN
"L

SN
LP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N
M"

SN
LO

SN
SS

SN
SS

"N
PM

SN
LS

SN
SS

SN
SS

"M
NM
P

""
NK
"

"O
N#
K

"S
NP
O

"#
NJ
"

"S
N"
J

"J
N#
#

"S
NQ
K

L"
N"
"

""
NK
O

#N
S#

KN
S#

#N
KP

JN
LP

PN
L#

MN
OQ

#N
PS

JN
K#

"N
MP

LN
#J

SN
"J

SN
KO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M

SN
PP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Q

SN
PJ

SN
"L

SN
LP

SN
SO

SN
"M

SN
#L

"N
P#

SN
SK

SN
O#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OO
N"
P

"#
N#
O

OS
NQ
"

""
NJ
#

OO
NO
P

"S
N"
J

O"
NO
M

"#
NP
"

"L
NS
J

"S
NL
P

SN
P#

"N
JQ

SN
LK

"N
OL

"N
SP

#N
"O

SN
PJ

"N
PP

SN
#L

"N
P#

"N
SL

ON
##

"N
KO

JN
M#

"N
Q"

LN
KK

"N
OM

LN
QQ

SN
MO

PN
QL

"N
KJ

ON
##

SN
K"

#N
M#

SN
OO

"N
JS

"N
PM

PN
JJ

"N
MP

#N
JP

SN
SK

SN
O#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P

SN
PJ

SN
SS

SN
SS

SN
""

SN
PP

SN
SS

SN
SS

SN
"J

SN
KO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M

SN
PP

SN
SS

SN
SS

SN
#O

"N
#M

SN
SQ

SN
PJ

SN
SS

SN
SS

SN
"K

SN
KP

SN
MO

#N
JP

SN
SS

SN
SS

SN
"K

SN
MP

SN
OO

"N
J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SN
"J

SN
KO

SN
SO

SN
"K

SN
"L

SN
LP

SN
SM

SN
PP

SN
SS

SN
SS

SN
LM

#N
LP

SN
QQ

#N
QS

"N
OM

PN
#"

SN
JK

#N
JJ

SN
OQ

#N
JP

SN
JL

"N
JQ

SN
PJ

"N
SQ

SN
"L

SN
LP

SN
L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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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MO

"N
P#

SN
#O

SN
KO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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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MP

SN
#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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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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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Q

SN
PJ

SN
"L

SN
LP

SN
SO

SN
"M

SN
#L

"N
P#

SN
SS

SN
SS

SN
SO

SN
"K

SN
SS

SN
S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O

SN
"K

SN
"L

SN
LP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K

SN
LO

SN
SS

SN
SS

SN
"O

SN
LS

SN
SS

SN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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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食
物
类
型

$%
%&
’(
)*

雌
性
$*
/
49
*!

!
W
O#

"
雄
性
T
49
*!

!
W
KM

"
成
体
D
&.
9’!

!
W
#Q

"
亚
成
体
H.
04
&.
9’!

!
W
"S
S"

幼
体
X.
A*
-:
9*
!!
W
"S

"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数
量
百
分
比

!1
"

2
./
0*
,

)*
,3
*-
’4
5*

频
次
百
分
比

!1
"

$,
*6
.*
-3
(

)*
,3
*-
’4
5*

鳞
翅
目
幼
虫
@*
):
&%
)’
*,
4
94
,A
4*

直
翅
目

幼
虫
@4
,A
4*

U
,’=
%)
’*
,4

蝗
科
D
3,
:&
:&
4*

半
翅
目

幼
虫
@4
,A
4*

7
*/
:)
’*
,4

网
蝽
科
G:
-5
:&
4*

盲
蝽
科
T
:,:
&4
*

花
蝽
科
D
-’
=%
3%
,:&
4*

异
蝽
科
V
,%
;’
(9
:&
4*

缨
翅
目

幼
虫
@4
,A
4*

G=
(;
4-
%)
’*
,4

管
蓟
马
科
+=
94
*%
’=
,:)
:&
4*

弹
尾
目

C%
99*
/
0%
94

圆
跳
虫
科
H/
:-
’=
.,
:&
4*

蛛
形
纲

蜘
蛛
目
D
,4
-*
:&
4

D
,4
3=
-:
&4

蜱
螨
目
D
34
,:-
4

植
物

+9
4-
’

植
物
碎
片
I
*0
,:;

"N
PK

ON
JO

#N
Q#

MN
#J

PN
SK

KN
S#

#N
"Q

LN
QQ

"N
OK

JN
LK

SN
SS

SN
SS

SN
SO

SN
"K

SN
SS

SN
S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SN
SQ

SN
PJ

SN
#Q

"N
SM

SN
SS

SN
SS

SN
SS

SN
SS

"N
SL

#N
LP

SN
PJ

"N
#M

SN
"L

SN
LP

SN
M#

#N
SS

ON
OO

PN
QL

SN
P#

"N
JQ

"N
SP

PN
SQ

SN
KK

#N
JM

SN
MJ

#N
JJ

SN
OQ

#N
JP

"N
MK

#N
""

#N
"J

PN
QQ

PN
PM

ON
#K

"N
JQ

PN
"J

SN
SS

SN
SS

SN
"J

SN
O#

SN
OS

"N
#M

SN
KK

#N
"O

SN
"K

SN
JM

"N
OK

#N
JP

SN
SS

SN
SS

SN
SO

SN
"K

SN
SS

SN
SS

SN
SO

SN
"M

SN
SS

SN
SS

SN
"J

SN
O#

SN
SO

SN
"K

SN
SS

SN
SS

SN
""

SN
PP

SN
#L

"N
P#

SN
P#

"N
JQ

SN
OS

"N
JP

SN
OO

"N
JS

SN
PJ

"N
JJ

SN
OQ

#N
JP

SN
SK

SN
O#

SN
"K

SN
PJ

SN
SS

SN
SS

SN
"K

SN
LS

SN
OQ

"N
P#

#N
#M

MN
"M

#N
JL

JN
QS

#N
MQ

JN
QL

#N
OL

JN
QQ

#N
QJ

MN
KQ

SN
OQ

"N
#M

SN
OQ

SN
Q"

SN
SS

SN
SS

SN
J"

"N
PP

SN
MO

PN
QL

SN
QM

#N
LP

"N
PS

#N
PJ

#N
OQ

PN
#"

SN
KJ

#N
"J

SN
#L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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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性别草原沙蜥营养生态位及食物多样性比较
!*+A#?<B.6C*3&-.’-./,3.C"&7#7.A.(&7*A’&7"#*’%/..%%&D#3-&,9 &’%&//#3#’,-#E#-./!"#$%&’()"*+,-.#&%/*+0-

项目 O?M3 雌性 _M346M 雄性 [46M 两性 i5XXMZM:?VMAMV

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 O:WMA*X]MZ>M:?V53564Z5?="1=# D#E#’

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 O:WMA*X]MZ>M:?W5̂MZV5?="17# DED"

营养生态位重叠 L̂MZ64] *X?Z*];5>M>*6*T5>46:5>;M"H# #EDB

营养生态位分离 /M]4Z4?5*: *X?Z*];5>M>*6*T5>46:5>;M" =# #E#&

食物多样性指数 O:WMA*XX**W W5̂MZV5?="567# "EBC "ED’ %E’$

营养生态位宽度 NZM4W?; *X?Z*];5>:5>;M"89:# $%E"C $&E#$

表 @<不同年龄草原沙蜥营养生态位及食物多样性比较
!*+A#@<B.6C*3&-.’-./,3.C"&7#7.A.(&7*A’&7"#*’%/..%%&D#3-&,9 &’%&//#3#’,*(#-./!"#$%&’()"*+,-.#&%/*+0-

项目 O?M3
成体
IW96?

亚成体
/974W96?

幼体
.9 M̂:56M

不同年龄
i5XXMZM:?4TMV

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 O:WMA*X]MZ>M:?V53564Z5?="1=# &#E#D

食物百分率相异性指数 O:WMA*X]MZ>M:?W5̂MZV5?="17# 0DED$

食物多样性指数 O:WMA*XX**W W5̂MZV5?="567# "ED0 "E’% "E0’ %ED0

营养生态位宽度 NZM4W?; *X?Z*];5>:5>;M"89:# $%E’D $%EC$ $"E"%

?<讨<论

本次研究在所采集样本的胃内容物中共鉴
定出 " 纲 $" 目 "C 科的动物物种!主要食物是
蚁科!这与毕俊怀等 "$DDC#的研究结果不同!
后者通过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草原沙蜥胃部
进行解剖!发现其取食食物包括天牛科’虎甲
科’金龟子科’皮坚甲科’巨胸蜂科’肿腿蜂科’
瘦蜂科’飞虱科’铗螋科’叶跳蝉科’蚜虫科’蚁
科’蜘蛛目等昆虫及少量嫩叶& 陈小勇等
"$DDC#调查草原沙蜥的食性共鉴定出 " 纲 ’
目 "" 科!也与本项研究结果略有不同& 这说明
不同季节’不同地区草原沙蜥的食性有明显差
异!这可能与栖息地及食物分布状况有关!不同
环境及食物分布导致草原沙蜥食性有所差异&
最优化觅食理论认为动物在觅食过程中搜寻食
物和进食过程都需要花费能量!从食物中获得
的能量与觅食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之差即为动物
摄食的净收入!摄取某种食物所得收入越大!这
种食物对捕食者来说就越有利!因此捕食者在
觅食过程中总是选择有利性更大的食物"王培
潮 $DB&#& 在草原沙蜥的食谱中!膜翅目蚁科
和同翅目蚜科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与这些动物
相对容易捕食’不易消化部分少有关!捕食这些

动物可以使草原沙蜥获得更大的净收入&
草原沙蜥是广食性动物!两性间的食性有

一定差异!但并不显著!这与连雪 ""#$$#的研
究结果一致& 食物多样性指数和营养生态位宽
度体现繁殖种群食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对食物资
源利用情况"周立志等 $DD’#& 经分析!草原沙
蜥雌雄个体间的食物相似度较大!两者存在食
物强烈竞争的可能性& 但不同年龄草原沙蜥的
食物百分率相似性指数较小!这种生态位的分
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食物资源的种内竞
争! 同时也有利于幼体的生存及种群的稳定&

草原沙蜥的成体与亚成体之间以及亚成体
与幼体之间的食物种类存在差异!而成体和幼
体之间的食物种类则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年
龄草原沙蜥的 1= 值较小!也说明不同年龄个
体间取食的食物种类有差异& 研究表明!有些
蜥蜴!不同的体型大小及形态特征会导致在成
幼体和两间的食性有差异"b5??$D’%#& 由于食
物大小与物种的体长以及与处理食物的能力有
关!取食个体较大的食物所需的时间相对较长!
吞咽的时间也会相对增加 "赵文阁等 "##B#&
因此不同年龄的草原沙蜥食性有不同程度的差
异& 由于较大的食物可以给捕食者提供更多的
能量!蜥蜴在个体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逐渐捕



% 期 赵!雪等$草原沙蜥秋季食性分析 (%"D!!(

食更大的食物"Y*X?$D’0#& 如瓢甲科昆虫在成
体草 原 沙 蜥 的 食 谱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最 高
"CEB"F#!在亚成体""E%#F#及幼体"$E"%F#
的食谱中则分别次之!而蚜科昆虫在成体草原
沙蜥的食谱中所占比例"$"EB$F#则不如亚成
体"$BE""F#和幼体"0$E$$F#中比例高!这与
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和觅食过程中的能量消耗的
权衡有关!捕食这些动物可以使成体和幼体都
获得更大的净收入& 又由于幼体难以吞食较
大’较硬的食物!限制了幼体所能捕食食物的种
类!因此幼体的营养生态位宽度最窄!取食种类
不如成体及亚成体丰富&

经计算!草原沙蜥总的有益系数及不同性
别的有益系数均为正数!这与毕俊怀等"$DDC#
的研究结果相同& 说明其取食害虫比益虫多!
因此草原沙蜥是对荒漠化草原有益的类群!对
生态系统中虫害的爆发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草
原沙蜥捕食昆虫类等植食性动物!将猎物中的
物质和能量加以固定!进而被肉食性’杂食性鸟
类’兽类等高营养级捕食者所捕食& 又由于草
原沙蜥的取食范围十分广泛!增加了食物网的
复杂程度& 这都对维持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的稳定性与恢复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食性在年龄和性别间的差异扩大了该种动
物与环境的食物联系!因而在更大范围内利用
环境资源!对扩大物种的分布范围’扩大和增加
个体数量很有意义"孙儒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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