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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 一

一 。对 内蒙古太仆寺旗不同出生期 只布氏 田 鼠幼 鼠的标志跟踪
,

编制了动态寿命

表
。

以此探讨了该 鼠种群不同出生期的期望寿命
,

及其在种群更替中的作用
。

结果表明
,

该 鼠平均 ‘二

为

个月
,

最长存活期为 个月
。

春季繁殖 的第 窝鼠平均 ‘二

为 个月 当其长到 时即可参加繁殖
,

这窝

鼠有 的个体在翌年春季前死亡 越冬个体在翌年仍可繁殖 次
。

夏季出生的第 窝鼠 ‘二

为 个月
,

其 中有 的个体越冬
,

在翌年春季与第 窝鼠同为主要繁殖力量
。

夏末出生的第 窝鼠
二

为
·

个月
,

当年不参加繁殖
,

一 个体可越冬并参加翌年繁殖
,

可连续繁殖 窝
。

关键词 布氏 田 鼠 寿命表 种群

分类号

’

邑
,

’

入了艺 , ,

, 二

, 二

,

,

一

’ 几了护 乒

编制 鼠类种群寿命表是 了解其种群更替过程的有效手段
,

对预测害 鼠数量变动规律
、

发现

种 群更 替 过程 的
“

敏感期
”

具有重要 意义
,

近 年 在 国 内外 均 有 大 量 的研究
。

如 对
、 二 的研究发现该 鼠种群 的

“

敏感期
”
在成 鼠 期 梁杰荣等依据实验种群 的资

米翔编 制 了根 田 鼠 寿命表川 杨赣 源等则 通 过野外采集 的标本
,

编制 了灰

收稿 日期
一 一

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和 国家
“

九
。

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一 一 一

成果之一
。

②施大钊
,

北京 圆明园西路 号 中国农业大学 西校 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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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獭 协了改 。 占 占 的静态寿命表仁 〕 陈敬先报道 了阿拉善黄 鼠 人 ,‘

的寿命表巨‘ 〕 等监测 了 从 的生态寿命和种群更替

速度困 等编制 了 、 , 的繁殖与寿命表川 丛显斌等根据历年监测资料

计算了达乌尔黄 鼠 、 寿命表川
。

这些都推进 了鼠类种群动态的研究
。

布氏田 鼠 动对北方草原植被危害甚大
,

是 国内外关注的鼠种之一
。

年

代以来对其生态习性 已有较多研究
,

但其 自然种群寿命尚未见报道
。

一 年期间
,

作者

在 内蒙古太仆寺旗通过对不 同出生期布氏 田 鼠的标志跟踪监测
,

初步编制了该 鼠不 同出生期

的动态寿命表
。

自然概况与工作方法

研究样地设在 内蒙古锡盟太仆寺旗贡宝拉嘎苏木吉林乌苏
,

该地位于蒙古高原南端的察

哈尔低 山丘陵 海拔高度
,

年均气温
‘

,

年降水量 一
,

大陆性气候

明 显
,

属 中温带典型草原气候 建群植物 为克 氏针茅
、

糙 隐子草 、

、

冷篙 心
。

植被盖度 一
,

草丛高度 一
,

属 中度退化草

场
。

布 氏 田 鼠是 当地优势 鼠种
,

占总捕获率
。

首先将样地 内所有洞 系的位置编号
,

绘制鼠洞分布图
,

然后逐月 中旬 除 一 月外 在所

有 鼠洞放置那 氏捕 鼠筒
’

捕捉活 鼠川
。

工作期间共标志跟踪记录幼 鼠

只
。

其中 年 月 出生的幼 鼠 只 舍
,

早 年 月 出生 的幼 鼠 只 舍
,

早 月 出生 的幼 鼠 只 舍
,

早 月出生 的幼 鼠 只 舍
,

早
。

月种群 已基

本停止繁殖
。

在一年 内布氏田 鼠的幼 鼠比较集中地 出生于几个不 同的时间
。

月下旬至 月 中旬期间

出生 的幼 鼠称为第 窝 鼠
,

月下旬至 月 中旬 出生 的为第 窝 鼠
,

月份 出生 的为第 窝 鼠

等
。

基于跟踪标志工作的特点
,

幼 鼠出生后长到 一 开始到洞外活动时才可能被捕捉
。

野外

初次捕获的幼 鼠已经过 一 的生长
,

所 以其 出生月当为初次捕获 的前 个月
。

由于不同

出生期 的幼 鼠存活率及在种群更替过程 的作用有很大差异
,

本次采用按 出生期分别编制寿命

表 的方法分析其寿命特点
。

初次捕到的鼠采用切趾法标志
,

并记录体重
、

性别
、

年龄和发育状况

及捕捉位置
,

原地放 回 重捕的鼠除不切趾外
,

记录内容与初捕相 同
。

繁殖期间雌 鼠通过阴道子

宫栓 的有无或腹部膨大
、

乳头发育判断是否妊娠
、

产仔
。

雄 鼠则通过肇丸是否降人阴囊及颜色

的变化
,

判断其是否处于发情期
。

为减少捕捉 鼠后 的人为影响
,

对 当月重捕的鼠
,

不再记录直接

放 回
。

由于该 鼠有短距离迁移 的情况
,

每月亦在标志区外周 围 内捕 鼠
。

如在此范围内至

工作结束仍未再次被捕捉到
,

即认为该个体 已消失
。

至 年 月 已跟踪标志的鼠全

部消失
,

各 出生期 的寿命表即以此编制
。

寿命表 中各项计算方法如下

存活率
二

一 一 艺
二

死亡率 、二

一 、
二 , 二。

了工

了杏
帕

产

期望寿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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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价
二

一
二 ,

则
二

一
全几

。 ,

几
二

结果与分析

将已知出生月及消失月的布氏 田 鼠按幼 鼠出生期编制成寿命表 表
。

年 月下旬

至 月上旬出生的鼠为当年出生的第 窝鼠
,

平均 ‘二

为 个月
,

是各窝鼠中最高的
。

而

雌 鼠为 个月高于雄 鼠 的平均值
。

这窝鼠在 月时 体重仅为 一 即可参加

繁殖
,

有些个体当年繁殖 窝
。

因此
,

它们的数量对这一年以后种群数量的增长影 响甚大
。

月

以后这窝 鼠的平均寿命明显降低
,

少数个体越冬并参加翌年繁殖
。

但这些 鼠在越冬 时对 鼠群

的序位结构及越冬存活率影响很大比 ‘。〕
。

越冬前在种群 中所 占比例是测报该 鼠动态 的重要参

数
。

表 不 同出生期布 氏田 鼠种群寿命表

出生年月 标志月份 月龄
二 二 , 二 二 , 二 二 叮二

万

口曰,口山自司︸生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魂

一

一

合并统计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八月注上八合内自︺乙八刀占︺月了︼月了。乙月了白月了几卜林

八

冲肉认目山‘今臼口产乃一
月勺山口目压工月八分,曰产八口︺﹄工刁尸自曰月几口

内卜山妇月了自,氏曰︵月

曰‘上
月月

月︺
月

改
几

八﹄卜
孟

八冲今︺乌曰月卜甘内卜︺口乃口月汁月斗八,八冲少刁口, ,

一

一

一

一

一

月下旬至 月上旬出生 的鼠即当年第 窝鼠
。

平均 ‘二

只有 个月
,

是各窝 中最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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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雌 鼠平均仅为 个月
。

但其数量基数大
,

且 的雌 鼠
、

的雄 鼠在 月份

即可参加繁殖
。

因而
,

秋季种群数量增长幅度主要是它们决定
。

另一方面
,

尽管存活率低
,

这窝

鼠仍是越冬的主要成分
,

所有个体均可参加翌年繁殖
,

少数产 窝
,

直至 月才完全从种群消

失
。

年 月和 年 月 出生的第 窝 鼠平均期望寿命
二

为 个月
。

这窝 鼠当年不

参加繁殖
,

至翌年春季 已有 一 月龄时体重仅 左右
,

最低 与第 窝 鼠当年即可达

到 以上相 比
,

发育极为缓慢
。

当年秋季它们参与贮草
。

这窝 鼠的平均 。二

为 一 个

月 雌 鼠略高于雄 鼠 但越冬率低于第 窝鼠
,

雄 鼠为
,

雌 鼠为 在翌年 月 占

成 鼠比例达 一
,

是繁殖第 窝 鼠的主要成分 而到 月 以后从种群 中迅速消失
。

讨论

① 月布氏 田 鼠的繁殖基本停止 以后
,

第
,

窝 鼠亦随之大量死亡
,

第 窝 鼠的存活率则

在翌年 月 以后 明显降低
,

意味着生命力较弱 年龄相对较大 的个体在一旦完成了生殖后
,

其

存活竞争力就大为衰弱
,

被大量淘汰
。

这种现象可使生命力更旺盛的个体获得更多 的食物资源

和生存空间
,

并 由它们构成种群组成的主要成分来越过严酷漫长的冬季
,

这显然有利于种群的

发展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所标志的个体 中最长寿命仅为 个月
,

与实验室养殖的布氏 田 鼠可存

活 一 个月相差甚远
。

说明环境所造成 的生理压力使其生态寿命极大的缩短了
,

同时也反

映出布氏 田 鼠种群数量 的波动决定于各龄参加繁殖时的存活率这一特点
,

为选择种群预测 的

参数提供了依据
。

②由于该 鼠的生态寿命短
,

种群更替是很快的
,

这是对生存环境 的适应
。

草原植物生长量

极不稳定
,

年度
、

季节 的变化幅度大
,

且 自然气候恶劣
,

对于体重仅 左右 的 鼠类生存压力

极大
。

而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寿命的延长无疑会加重种群 内部的压力
。

高死亡率伴随高繁殖力

就可使强壮个体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
,

亦增加 了种群保存的机会
。

本研究注意到
,

在数量上升

的 年 月上旬 尚可捕到较多的幼 鼠
,

其繁殖期延长可能共繁殖了 窝 而 年 月种

群 即已停止繁殖仅繁殖 窝
。

但至 月洞 口 密度反 比上年同期增加 这年 月 出生 的

第 窝 鼠只繁殖 了 窝
。

这种情况在呼伦贝尔草原亦观察到
。

门

③由于表 中所统计的幼 鼠是从它们能够 出人洞 口 开始调查 的
,

而实际从 出生到可 出人洞

口 此时体重 其存活率是很低 的
。

从对怀孕母 鼠的胚胎及子宫斑统计每胎可产 一

只
。

实验室养殖 的布氏田 鼠产仔数亦达 一 仔
。

野外所标志的幼 鼠极少有同洞群 内超过 只

的
。

这与作者多年同类工作所做的结果一致 显然这属于种群 的特性
。

当该 鼠进人亚成体后其

存活率上升
,

这时 。二

的值最高
。

④由于越冬期间无法进行标志
,

各窝鼠的计算将整个冬季作为一个时段来处理
,

显然是不

尽合理的
,

留待今后完善
。

⑤限于工作方法
,

对于迁 出和迁人的个体在文 中均未加 以讨论
。

从调查资料看
,

部分标志

后迁 出的个体可能仍会迁 回
。

但迁 出样地 的比例则无法给出
。

这亦需要对 自然种群标志的方

法不断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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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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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永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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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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