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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高原鼢鼠（犈狅狊狆犪犾犪狓犫犪犻犾犲狔犻）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地下啮齿动物，研究其栖息地特征及其与环

境因子的关系对于理解生境选择机制及科学防控鼠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青藏高原东缘的甘肃省

夏河县为研究区，采用地面调查方法共调查了４２个高原鼢鼠分布样地的经纬度、海拔、坡向、草地类型、

植物群落结构和土壤紧实度，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调查方法调查了每个样地高原鼢鼠鼠丘数量。利用

相关性分析了高原鼢鼠鼠丘数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明晰影响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环境因子。

结果表明：夏河县高原鼢鼠主要地理分布为Ｅ１０２°６′３６″～１０２°３４′４８″、Ｎ３４°３７′１２″～３５°２４′１４″，海拔为３

０００～３４００ｍ，多栖息于土层深度１０～２０ｃｍ且土壤紧实度为４００～６００ｋＰａ的阴坡；分布区草地类型

主要是山地草甸、高寒草甸和温性草原，其中植被盖度高于９０％、物种丰富度３０～６０种的山地草甸分布

点最多，约占３种草地类型总分布点的８３％。相关性分析表明，０～１０ｃｍ土壤紧实度是影响高原鼢鼠

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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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寒草地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面积最大的陆

地生态系统。高寒草地不仅是甘肃省主要的畜牧业生

产基地，更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直接关系到黄河、长江

以及我国大部分内陆河流域的水源涵养和碳汇能力的

变化，对甘肃省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１－２］。

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加剧等

多重因素影响，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发生大面积退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导致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受损退化［３］。高寒草地的退化致使啮齿动物生境适合

度逐步提高，导致其繁殖率与存活率同步提升，种群密

度不断增大。当啮齿动物种群密度超过一定环境阈值

后，就会发生草地鼠害［４］。而鼠害发生又进一步加剧

了高寒草地退化。高原鼢鼠（犈狅狊狆犪犾犪狓犫犪犻犾犲狔犻）是青

藏高原现有草地生物灾害中主要致灾鼠种之一［５］。

颜忠诚等［６］研究表明动物栖息地特征与其研究的

时空尺度密切相关。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典型的地下

栖息啮齿动物，具有明显的栖息地选择性［７］。目前，涉

及高原鼢鼠分布和栖息地特征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聚焦于大空间尺度范围，即通过景观尺度调查

发现高原鼢鼠的地理分布与气候、海拔和草地类型等

关系［８］；另一类是聚焦生境尺度研究，即通过小尺度调

查，明晰高原鼢鼠栖息地植物群落结构、土壤理化性状

等生境特征［１１－１３］。这两类研究都各具特色。景观尺

度调查研究虽可获得高原鼢鼠地理分布、海拔等信息，

但是由于调查样地分布广、数量多、人力不足等问题，

难以实现高原鼢鼠栖息地植物群落结构、土壤理化性

状等调查研究；微生境尺度虽然在小尺度上调查，深入

分析了高原鼢鼠不同栖息地的植物群落结构和土壤理

化性状，但是小尺度调查又难以解释高原鼢鼠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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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类型、海拔、地形等对栖息地选择的影响。因此，

在区域尺度上既能反映高原鼢鼠栖息地的地理分布、

海拔、草地类型等信息，又能在其分布区研究栖息地植

被和土壤特征，对于理解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机制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区域尺度调查高原鼢鼠分布及其

栖息地选择研究报道较少，这与区域尺度研究所需样

地数量多、指标细，从而导致人力和时间成本增加有

关。目前，随着小型无人机的推广普及，利用无人机调

查具有高效率、大范围和低成本的特点，已应用于草地

鼠害调查和监测等研究［１２］。本研究以甘肃省高原鼢

鼠危害较为严重的夏河县为研究区，采用轻型无人机

低空遥感技术、计算机影像解译技术以及植物和土壤

实地调查技术，调查高原鼢鼠分布区地理范围、气候、

地形、草地类型以及栖息地植被、土壤特征，并分析影

响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非生物和生物因子，研究结

果对于保护草地生物多样性和科学防控高原鼢鼠危害

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夏河县（Ｅ１０１°５４′～１０３°２５′、Ｎ３４°３２′～３５°３４′）。

境内年平均气温１．２℃，最冷月（１月）平均气温－８．７

℃，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１１．３℃，无霜期约２０ｄ，年

均日照时数２６１３．９ｈ。全县境内草地类型复杂多样，

主要以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灌丛草甸、草原化草甸

草地为主。草甸是境内最基本的植被类型，牧草种类

繁多，优良牧草主要由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和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ａｅ）植物组成
［１３］。

１．２　高原鼢鼠分布点调查

２０２０年５月，参考楚彬等
［５］在青藏高原东缘高原

鼢鼠分布的调查方法，综合考虑本研究区交通状况和

高原鼢鼠土丘出现区，在夏河县高原鼢鼠主要分布的

甘加乡、桑科乡和科才乡，采用路线调查法，每间隔５

ｋｍ选择高原鼢鼠栖息地为调查样地，共调查样地４２

个。本试验采用轻型无人机低空航拍样地以获取经纬

度和总鼠丘数量等数据，航拍样地面积为５０ｍ×５０

ｍ，飞行航高为４０ｍ，航向重叠率大于７５％，旁向重叠

率大于６０％。航拍样地所获取的全部影像采用ＥＮＶＩ

软件中ＢＰ（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神经网络分类模块进行

监督分类［１４］。

１．３　环境因子数据获取

本研究从高原鼢鼠栖息地相关环境因子中进行筛

选，共选取３个层次的环境因子。第１层是气候、海拔

和草地类型；第２层是坡度、坡向、土壤容重、水分和土

壤紧实度；第３层是植物群落结构、生物量和物种多

样性。

气候数据选自生物模型广泛应用的世界气候数据

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选取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

量作为气候变量，空间分辨率为１ｋｍ。

地形数据由海拔、坡度、坡向３个变量组成，分别

通过ＧＰＳ、手持坡度仪、罗盘仪进行测定。土壤变量

包括土壤紧实度、土壤容重、土壤水分３个环境变量。

土壤容重和土壤水分数据来源于ＳｏｉｌＧｒｉｄ系统

（ｈｔｔｐ：／／ｓｏｉｌｇｒｉｄｓ．ｏｒｇ），是由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ｉｌ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ＩＳＲＩＣ）根据世界土壤信

息产生的全球土壤数据产品。考虑到高原鼢鼠采食洞

道主要分布在地表０～２０ｃｍ，所以土壤变量深度选择

为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共２个土壤变量图层，空间分辨

率为１ｋｍ×１ｋｍ。土壤紧实度通过土壤紧实度仪测

定地下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紧实度。

植物群落特征包括植被盖度、物种丰富度、地上生

物量等指标。用步测法调查样地内植被总盖度。采用

对角线直线行走路线，以行走过程中的脚尖为观察点，

统计走的总步数，用计数器统计脚尖落在裸地上的次

数，最后根据步测法算出每个试验地的植被总盖

度［１５］。物种丰富度以植物物种数为指标，采用０．１ｍ２

样圆在样地内随机抛２０次，调查样地内的植物种类。

地上生物量调查采用０．２５ｍ２的样方，用小型剪草机

将样方内的植物齐地面剪下，测定鲜重。植物群落调

查样方重复３次。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１．４．１　高原鼢鼠分布点对应的各环境因子数值提取

　将获取的高原鼢鼠分布点及其环境因子（经纬度、海

拔、年均温、年降水量、坡度、坡向、土壤物理性状和植

物群落特征）导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采用空间分析里的多值提取至点法获得高原鼢鼠分布

区环境因子数据。

１．４．２　高原鼢鼠分布与环境因子分析

应用Ｏｒｉｇｉｎ８．５软件的“频率统计”模块分析高原

鼢鼠分布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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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Ｐｅａｒｓｏｎ双侧显著性检验，分析高原鼢鼠土丘数量与

各环境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筛选出显著相关的环境因子。

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８．５、ＳＰＳＳ２０．０、Ｅｘｅｃｌ２０１７软件进

行数据统计和图表制作。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原鼢鼠分布的地理范围、气候特征和草地类型

２．１．１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地理范围　调查了夏河县

甘加乡、桑科乡和科才乡的高原鼢鼠分布情况（图１），

其在３个乡镇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Ｅ１０２°６′３６″～

１０２°３４′４８″，Ｎ３４°３７′１２″～３５°２４′１４″。３个乡镇中，桑

科乡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最高，分布点占调查点总数的

４０．４７％，其次为甘加乡和科才乡，分别占调查点总数

的３８．０９％和２１．４２％。

２．１．２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年均温度和年均降水量特

征　将调查点经纬度与年均温度和年均降水量进行叠

加，发现高原鼢鼠分布区内的年均温度为－２～４℃，

图１　夏河县高原鼢鼠分布范围

犉犻犵．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犻狀犡犻犪犺犲犆狅狌狀狋狔

其中０～３℃分布较多，分布比例达８５％（图２）。高原

鼢鼠分布区内的年降水量为５２０～６４０ｍｍ，其中，５４０

～５６０，５８０～６２０ｍｍ高原鼢鼠分布较多，分布比例分

别达到２３％和４４％（图３）。

图２　高原鼢鼠分布点与年均温度关系

犉犻犵．２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犪狀狀狌犪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图３　高原鼢鼠分布与年均降水量关系

犉犻犵．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犪狀狀狌犪犾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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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草地类型　夏河县甘加乡、

桑科乡和科才乡的草地类型主要是山地草甸、高寒草

甸和温性草原（图４）。高原鼢鼠在上述３种草地类型

中均有分布，其中山地草甸中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最高，

分布点占调查样地总数的８３％，其次为温性草原和高

寒草甸（图４），分别占调查样地总数的９％和７％。

图４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草地类型

犉犻犵．４　犌狉犪狊狊犾犪狀犱狋狔狆犲狅犳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狉犲犵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

２．２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地形、海拔、土壤容重、土壤水

分和土壤紧实度

２．２．１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地形特征　高原鼢鼠在调

查区内山体的阴坡和阳坡均有分布，其中在阴坡分布

比例最高（图５），分布点数达到调查总样地数的６４％。

同时，高原鼢鼠分布比例随着坡度的增加呈降低趋势，

０～５°坡度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较高，分布点数占调查总

样地数的２４％；坡度大于２５°，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最

低，分布点数占调查总样地数的２％（图５）。调查区内

高原鼢鼠海拔分布在２８００～３８００ｍ，主要分布在

３０００～３４００ｍ，分布点数占调查总样地数的７２％

（图５）。

图５　高原鼢鼠分布的地形特征

犉犻犵．５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狅狆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狀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狉犲犵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

２．２．２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土壤物理特征　将高原鼢

鼠分布点与土壤容重和土壤水分的遥感数据叠加分析

发现，高原鼢鼠分布区的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

容重均相对较低（图６）。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较高区域

的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 土层土壤容重分别为０．５～

０．８ｇ／ｃｍ
３和０．６～０．９ｇ／ｃｍ

３（图６）。当土壤容重高

于１．０ｇ／ｃｍ
３，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较低。

　　研究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土壤水分发现，高原鼢鼠

较多分布于土壤水分在土层深度０～２０ｃｍ相对较高

的区域（图７）。其中，土层深度为０～１０ｃｍ时，土壤

水分为２１．０％～２４．０％，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最高，分

布点数占调查总样地数的８３．１％；土层深度为１０～２０

ｃｍ时，土壤水分为１６．０％～１８．０％，高原鼢鼠分布比

例低于０～１０ｃｍ土层，但依旧较高，分布点数仍占调

查总样地数的７５．６％（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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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高原鼢鼠分布与土壤容重的关系

犉犻犵．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狊狅犻犾犫狌犾犽犱犲狀狊犻狋狔

图７　高原鼢鼠分布与土壤水分的关系

犉犻犵．７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狊狅犻犾犿狅犻狊狋狌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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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紧实度由土壤抗剪力、压缩力和摩擦力等构

成，是土壤强度的一个合成指标。本调查区高原鼢鼠

分布区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紧实度分别在

３２６～１７２５ｋＰａ和２７３～１５７３ｋＰａ。总体分布比例随

土壤紧实度的增加而降低。根据不同土层深度分析发

现，当土层深度为０～１０ｃｍ，土壤紧实度为４００～６００

ｋＰａ时高原鼢鼠分布点较多，分布点约占调查样地总

数的８５％，其中土壤紧实度为４００～１４００ｋＰａ时，高

原鼢鼠分布比例最高，约占调查点总数的２４％；当土

层深度为１０～２０ｃｍ，土壤紧实度在４００～６００ｋＰａ时

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最高（图８）。

图８　高原鼢鼠分布与土壤紧实度的关系

犉犻犵．８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狊狅犻犾犮狅犿狆犪犮狋犻狅狀

２．３　高原鼢鼠分布区的植物群落特征

２．３．１　植物群落特征　调查发现，高原鼢鼠分布区植

被总盖度和物种丰富度均较高。当植被总盖度高于

９０％，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达到８４．６３％；当植物物种数

达到３０～６０种，高原鼢鼠分布也较多（图９）；高原鼢

鼠分布区地上植物生物量在７．０～４００．０ｇ／ｍ
２。但

是，不同区间地上植物生物量，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没有

较大差别（图９）。

图９　高原鼢鼠分布与植被盖度、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犉犻犵．９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狆犾犪狀狋犮狅狏犲狉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犲狊狉犻犮犺狀犲狊狊，犪犫狅狏犲犵狉狅狌狀犱狆犾犪狀狋犫犻狅犿犪狊狊

２．３．２　植物物种多样性　由高原鼢鼠分布与栖息地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分析可知，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为２．８～３．６，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较高，分布点占调查

样地总数的７５．６２％；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低于２．８

或高于３．６，高原鼢鼠分布比例较低。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

指数与高原鼢鼠分布比例没有明显规律（图１０）。

２．４　高原鼢鼠分布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将高原鼢鼠栖息地相关因子与高原鼢鼠总鼠丘密

度进行相关分析（图１１），结果发现高原鼢鼠鼠丘密度

仅与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紧实度（ＳＣ１）呈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狉ＳＣ１＝－０．３１，犘＝０．００４），与其他环境因子虽

然存在正的或负的相关关系，但均没有显著性（犘＞

０．０５）。说明高原鼢鼠偏好栖息在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

紧实度较低的区域。

３　讨论

楚彬等［８］通过大尺度调查发现，青藏高原东缘的

高原鼢鼠主要分布于高寒草甸。本研究结果显示，夏

河县高原鼢鼠主要分布于山地草甸，与楚彬的调查结

果不一致。分析其主要原因为依据不同草地类型的划

分标准而造成调查结果的差异。楚彬调查区划分的草

地类型以１９９６年农业部草地类型分类标准《中国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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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高原鼢鼠分布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犉犻犵．１０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图１１　高原鼢鼠分布与环境因子相关分析

犉犻犵．１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狋犲犪狌狕狅犽狅狉

犪狀犱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

注：ＭＤ，土丘密度；ＥＬＥ，海拔；ＡＴ，年均温度；ＡＰ，年降

水量；ＳＭ１，０～１０ｃｍ土壤水分；ＳＭ２，１０～２０ｃｍ土壤水分；

ＳＢＤ１，０～１０ｃｍ土壤容重；ＳＢＤ２，１０～２０ｃｍ土壤容重；ＳＣ１，

０～１０ｃｍ土壤紧实度；ＳＣ２，１０～２０ｃｍ土壤紧实度；ＰＲ，植物

物种丰富度；ＡＢ，植物地上生物量

资源》［１６］为依据。２０１６年农业部重新制定的《草地分

类》标准（ＮＹ／Ｔ２９９７２０１６）
［１７］，该标准将原有的中国

１８个草地类型简化为９个草地类型。本次调查所采

用的草地类型图资料是以夏河县林业和草原局新划定

的草地类型为依据。因此，导致本研究调查结果与楚

彬调查结果不一致。

从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地形、坡向以及土壤紧实度

等可以看出，本调查区的高原鼢鼠主要栖息于滩地和

小坡度的山地，且阴坡分布较多。从不同的土壤紧实

度导致高原鼢鼠分布区的变化可以推断出，高原鼢鼠

更加倾向于栖息在土壤含水量高、质地松软的草地。

这与周建伟等［７］、田永亮等［１８］和楚彬等［１９］在祁连山北

麓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研究结果一致。高原鼢鼠是掘土

类地下啮齿动物，挖掘洞道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１８］。

高原鼢鼠挖掘较为松软的土壤耗费能量更少，且更容

易挖掘出洞道来采食植物根系。同时，高原鼢鼠喜食

含水量高、可溶性糖多的杂类草根系［２０］，相较阳坡，滩

地和阴坡地的土壤含水量高，更有利于阔叶类杂类草

生长［２１］。因此，高原鼢鼠更加偏爱于栖息在土壤疏松

且杂类草较多的区域。

本调查发现，高原鼢鼠栖息地植被盖度较高、生物

量较大、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区域。究竟是茂盛的

植物吸引高原鼢鼠栖息，还是高原鼢鼠栖息造成植物

生物量高和物种多样性丰富，有待进一步研究。Ｎｉｕ

等［２２］发现高原鼢鼠通过推土造丘，形成的鼠丘和裸地

斑块造成草地植物微生境异致性，进而促进植物多样

性的提高。本调查结果显示，在部分高原鼢鼠的栖息

地中约有８５％的栖息地植被盖度超过９０％，且其栖息

地的植物物种数也相应较多。周延山等［２３］研究发现，

高原鼢鼠体重变化、妊娠率和种群密度与栖息地植被

生长状况及气候因子均无相关关系，环境因子对高原

鼢鼠种群特征影响也较小。因此，本研究推测高原鼢

鼠栖息定居后，适当数量的土丘为先锋植物的定植提

供了一定的机会，并且影响了土壤水肥的再次分配，改

变了植物生长的微生境，从而使植物多样性和生物量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Ｎｉｕ等
［２２］研究表明适度数量的高

原鼢鼠鼠丘的形成增加了植物多样性，有利于高寒草

甸植物群落的演替。此外，本次调查在夏季７月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高原鼢鼠土丘密度高的分布点植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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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物种数并没有降低。这与调查区多属于冬季牧

场，家畜没有采食有关。

高原鼢鼠栖息地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本调

查区影响高原鼢鼠栖息的主要因子是土层深度０～１０

ｃｍ的土壤紧实度。刘丽等
［９］和楚彬等［１１］的试验分别

采用主成分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发现影响高原鼢鼠栖

息地选择的首要因子是土壤紧实度，这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但是，本研究发现只有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紧实

度与高原鼢鼠栖息地分布呈显著负相关，且与植物物

种数和生物量无相关关系。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调查

区样地植物物种数、生物量和盖度均较高，丰富的植物

资源给高原鼢鼠提供了大量食物，导致高原鼢鼠并没

有采食选择偏好。

４　结论

夏河县高原鼢鼠主要分布在Ｅ１０２°６′３６″～１０２°

３４′４８″、Ｎ３４°３７′１２″～３５°２４′１４″的山地草地、高寒草甸

和温性草原，其中山地草甸分布比例最多，分布海拔为

３０００～３４００ｍ，主要栖息于土壤紧实度为４００～６００

ｋＰａ的阴坡，栖息地植物盖度和生物量均较高。栖息

地影响因子分析表明，地下０～１０ｃｍ土壤紧实度是影

响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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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质量的关系［Ｊ］．兽类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８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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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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