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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月，利用围栏陷阱法对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闙形目物种进行了调查，６组样方７２
个陷阱共捕获小型兽类标本１４６号，８４号闙形目标本有１３个物种，６２号啮齿目标本有８个物种。结合历史记录，
保护区分布有闙形目物种２科１１属１７种。闙形目长尾鼹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甘肃鼹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褐腹长尾
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黑齿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以及啮齿目滇攀鼠（Ｖｅｒｎａｙａｆｕｌｖａ）是保护区兽类新纪录
种。

关键词：九寨沟；闙形目；种类；分布；围栏陷阱

中图分类号：Ｑ９５９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４１－０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ｉｎ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ＹＡＮＧＹｕｈｕａ１　ＬＥＩＫａｉｍｉｎｇ１　ＬＩＵＹａｎｇ２　ＫＵＡＮＧＰｅｉｇａ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１　ＳＵＮＨｏｎｇｏｕ１
（１．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ｂａ　６２４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ｔｏＪｕｎｅｉｎ２０１５，ａ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ｒｉｆｔｆ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ｉｔｆａｌｌｔｒａｐ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４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ｅ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８４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ｄ６２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１３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ｓｏｒｉｃｏ
ｍｏｒｐｈａａｎｄ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ｆｒｏｍ７２ｔｒａｐｓｏｆ６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１７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１１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２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ｏｆ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ａｎｄＶｅｒｎａｙａｆｕｌｖａｏｆ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ｗｅ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ｒｉｆｔｆ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ｉｔｆａｌｌｔｒａｐｓ

１　研究地区概况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岷

山山脉南段的九寨沟县境内，由国务院于１９７８年批
准建立，以大熊猫及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

保护对象。

保护区总面积６４３ｋｍ２。区内最高海拔 ４７６４
ｍ，最低海拔１９９６ｍ，相对高差２７６８ｍ。年平均气

温７３℃；年降水量６２２ｍｍ；年日照时数１８００ｈ左
右，日平均气温

#

１０℃的积温为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年均风速１ｍ·ｓ－１～２ｍ·ｓ－１。

保护区内有维管植物２００７种，维管植物中有国
家保护珍稀植物Ⅰ级３种、Ⅱ级６４种。保护区植物
群落多样性丰富，垂直带谱明显，有１１个植被型、３０
个群系组和５７个群系。保护区野生动物丰富，有脊
椎动物３１３种，其中水生脊椎动物两种，陆生脊椎动
物３１１种。陆生脊椎动物中两栖类６种，爬行类４



种，鸟类２２３种，兽类７８种。动物中有国家级保护
动物４７种，其中，鸟类 ２７种（Ⅰ级 ４种，Ⅱ级 ２３
种），兽类２０种（Ⅰ级６种，Ⅱ级１４种）（刘少英等，
２００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标本采集方法
闙形目调查方法为围栏陷阱法。本次调查样方

设置参照保护区海拔，其次是考虑生境类型及距离

水源的远近。

围栏陷阱布设：根据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海拔、植被类型、距离水源远近、地形、地貌等

特征布设了样方６组，每组样方布设陷阱１２个，陷
阱口径２５ｃｍ，深度２８ｃｍ，陷阱壁及底均匀留下７
ｍｍ小孔，陷阱间距约为５ｍ，围栏高约５０ｃｍ，围栏
从陷阱中央跨过，围栏与地面不留缝隙，陷阱平面低

于地面５ｃｍ～８ｃｍ。
记录调查样方地名、经纬度、海拔及植被类型等

内容，见表１。

表１ 闙形目调查样方表

序号 地点
东经
（°）

北纬
（°）

海拔
（ｍ） 植被类型

１ 鸟艾最高点 １０３．９６８３６ ３３．０４５１ ３７４０ 灌丛

２ 原始森林１ １０３．８５５３８ ３３．０７３２１ ２９５０ 针叶林

３ 荷叶 １０３．８８９ ３３．２２１ ２５２０ 针阔叶混交林
４ 原始森林２ １０３．８５３８９ ３３．０７２８８ ２９６０ 针叶林

５ 日则 １０３．８７１９５ ３３．１１９２９ ２６８０ 针叶林

６ 扎如 １０３．９８１６ ３３．２１９３３ ２３９０ 针阔叶混交林
７ 鸟艾低 １０３．９５９７２ ３３．０４９７５ ３５１０ 针叶林

２．２　调查时间
本次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１５年６月。

２．３　标本处理及鉴定
对每组陷阱进行编号，各陷阱捕获的标本分别

收集，２天／次收取落入陷进的标本。用灭害灵杀灭
捕获个体体表寄生虫后进行编号，测量并记录捕获

标本外形量度包括体重、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高

等，取少量肌肉或肝脏组织块保存于 ９５％的酒精
中，标本保存于８％福尔马林溶液中。
２．４　标本的实验室制作

将保存于８％福尔马林溶液中的标本制作成研
究标本，对标本逐一鉴定（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８４，１９８４；Ａｌ
ｌｅｎ，１９３８；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０８；王酉之，胡锦矗，
１９９９）登记。
２．５　资料收集

收集、查看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

来小型兽类资源调查、监测方面的标本、资料。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标本捕获数量
本次调查共捕获标本１４６份，其中闙形目标本

８４份，捕获率５７５３％，非闙形目标本６２份，捕获率
４２４７％。捕获闙形目甘肃鼹（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体
重３５ｇ、灰腹水闙（Ｃｈｉｍａｒｏｇａｌｅｓｔｙａｎｉ）体重２５ｇ，其
余闙形目物种及其它小型兽类体重均小于２０ｇ。
３．２　物种组成

捕获８４份闙形目标本有１３个物种，包括５个
鼹科物种和８个闙?科物种。这些物种是川西长尾
闙（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ｈｙｐｓｉｂｉａ）、甘肃鼹 、褐腹长尾闙（Ｅｐ
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黑齿闙?（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
ｃａｕｄａ）、灰腹水闙、灰褐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
ｒｕｓ）、山地纹背闙?（Ｓｏｒｅｘ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少齿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四川短尾闙（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
ｍｉｐｅｓ）、纹背闙?（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云南闙?
（Ｓｏｒｅｘｅｘｃｅｌｓｕｓ）、长尾鼹（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长吻
闙鼹（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此外，本次捕获的６２号啮齿目物种包括龙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甘肃绒鼠（Ｃａｒｙｏｍｙｓｅｖａ）、四川林
跳鼠（Ｅｏｚａｐｕｓｓｅｔｃｈｕａｎｕｓ）、蹶鼠（Ｓｉｃｉｓｔａｃｏｎｃｏｌｏｒ）、巢
鼠（Ｍｉｃｒｏｍｙｓｍｉｎｕｔｕｓ）、滇攀鼠（Ｖｅｒｎａｙａｆｕｌｖａ）、高原
松田鼠（Ｎｅｏｄｏｎｉｒｅｎｅ）和沟牙田鼠（Ｐｒｏｅｄｒｏｍｙｓｂｅｄ
ｆｏｒｄｉ）等。
３．３　相对多度

８４号闙形目标本各物种数量、所占比率及占总
标本数％见表２。

表２　闙形目物种捕获数量、捕获率及占总捕获数的比例

序号 物种
捕获
数量

闙形目
（％）

总标本
（％）

１ 长吻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３ ３．５７ ２．０６
２ 川西长尾闙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ｈｙｐｓｉｂｉａ １ １．１９ ０．６８
３ 黑齿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 １ １．１９ ０．６８
４ 灰腹水闙 Ｃｈｉｍａｒｏｇａｌｅｓｔｙａｎｉ １ １．１９ ０．６８
５ 长尾鼹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 ２ ２．３８ １．３７
６ 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 ４ ４．７６ ２．７４
７ 甘肃鼹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 ５ ５．９５ ３．４３
８ 少齿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 ６ ７．１４ ４．１１
９ 四川短尾闙 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ｍｉｐｅｓ ６ ７．１４ ４．１１
１０ 褐腹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９ １０．７２ ６．１６
１１ 灰褐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ｒｕｓ １２ １４．２９ ８．２２
１２ 云南闙? Ｓｏｒｅｘｅｘｃｅｌｓｕｓ １４ １６．６７ ９．５９
１３ 山地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 ２０ ２３．８１ １３．７０
　 合计 ８４ １００ ５７．５３

２４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从捕获的物种数量来看，捕获率最高的是山地纹背

闙?，有２０号标本，占闙形目标本数２３８１％，占总
捕获标本的１３７０％；其次是云南闙?１４号标本，
占闙形目标本数１６６７％，占总捕获标本的９５９％；
川西长尾闙、黑齿闙?和灰腹水闙等捕获率低，仅１
号标本，占闙形目标本数１１９％，占总捕获标本的
０６８％。
３．４　物种分布

海拔分布：结合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底调查及近年保护区两栖类监测获得的闙形目标

本数据，保护区闙形目物种分布海拔见表３。

表３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闙形目物种海拔
分布

序号 物种名称 海拔范围（ｍ）
１ 长吻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２６００～２９６０
２ 少齿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 ２３９０～３３２０
３ 长吻鼹 Ｅｕｒｏｃａｐｔｏｒ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资料

４ 长尾鼹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 ２６８０～２９６０
５ 甘肃鼹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 ２５５０～２６８０
６ 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 ２６００～３３２０
７ 山地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 ２３９０～２９６０
８ 陕西闙? Ｓｏｒｅｘｓｉｎａｌｉｓ ３５８０
９ 云南闙? Ｓｏｒｅｘｅｘｃｅｌｓｕｓ ２３９０～３４８０
１０ 褐腹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２３９０～２９６０
１１ 灰褐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ｒｕｓ ２３９０～２９６０
１２ 川西长尾闙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ｈｙｐｓｉｂｉａ ２６００～２６８０
１３ 甘肃小长尾闙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ｌａｍｕｌａ ２７２０
１４ 黑齿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 ２９６０
１５ 四川短尾闙 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ｍｉｐｅｓ ２４２０～２９６０
１６ 灰腹水闙 Ｃｈｉｍａｒｏｇａｌｅｓｔｙａｎｉ ２９６０
１７ 蹼麝闙 Ｎｅｃｔｏｇａｌｅｅｌｅｇａｎｓ 资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分布海拔带较宽的有云南闙

?、少齿闙鼹，其次是纹背闙?、褐腹长尾闙、灰褐长

尾闙、山地纹背闙?、四川短尾闙，分布海拔带较窄

的有长吻闙鼹、长吻鼹、甘肃鼹、川西长尾闙。陕西

闙?、甘肃小长尾闙、黑齿闙?和灰腹水闙标本采集

较少，分布海拔区间仅为一个值。

水平分布：综合本次调查数据及历年来保护区

调查、监测获得的闙形目物种标本信息，四川九寨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闙形目物种，荷叶分布有褐腹长

尾闙、山地纹背闙?、云南闙?、甘肃鼹和四川短尾

闙等５种。数量较多的是山地纹背闙?，其次是褐
腹长尾闙和云南闙?，甘肃鼹和四川短尾闙数量少。

日则分布的物种有灰褐长尾闙、川西长尾闙、褐腹长

尾闙、山地纹背闙?、云南闙?、甘肃鼹和四川短尾

闙等７种。数量较多的有云南闙?、山地纹背闙?、
灰褐长尾闙；其次是褐腹长尾闙和四川短尾闙；川西

长尾闙数量少。扎如分布的物种有褐腹长尾闙、灰

褐长尾闙、山地纹背闙?、少齿闙鼹和云南闙? ５
种。数量较多的是少齿闙鼹和云南闙?，褐腹长尾

闙、灰褐长尾闙和山地纹背闙?数量少。鸟艾分布

的物种仅高海拔捕获的有云南闙?１种，中海拔的
针叶林由于积雪太厚，未能捕获。原始森林分布的

物种有长吻闙鼹、少齿闙鼹、长尾闙鼹、纹背闙?、山

地纹背闙?、云南闙?、褐腹长尾闙、灰腹长尾闙、黑

齿闙?、四川短尾闙和斯氏水闙等１１种。数量较多
的是山地纹背闙?、灰腹长尾闙、纹背闙?和云南闙

?，长吻闙鼹、少齿闙鼹、长尾闙鼹、褐腹长尾闙、黑

齿闙?、四川短尾闙和斯氏水闙等数量少。

总体来看，保护区闙形目在针叶林内物种丰富，

主要是因为针叶林内腐殖质厚，地表松软，食物丰

富，有利于闙形目物种藏匿和觅食；在人为干扰较为

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有四川短尾闙，这个物种抗干

扰能力较强。

本次调查捕获闙形目物种长尾鼹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
ｓｉｃａｕｄｕｓ、甘肃鼹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ｏｗｅｎｉ、褐腹长尾闙 Ｅｐ
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黑齿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
以及啮齿目滇攀鼠Ｖｅｒｎａｙａｆｕｌｖａ为四川九寨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兽类新纪录。

４　讨论

闙形目包含闙?科（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鼹科（Ｔａｌｐｉ
ｄａｅ）、沟齿闙科（Ｓｏｌｅｎｏｄｏｎｄａｅ）和岛闙科（Ｎｅｓｏ
ｐｈｏｎｔｉｄａｅ）４科（Ｈｕｔｔｅｒｅｒ，２００５）。沟齿闙科１属４种
大沟齿闙（Ｓｏｌｅｎｏｄｏｎａｒｒｅｄｏｎｄｏｉ）、古巴沟齿闙（Ｓｏ
ｌｅｎｏｄｏｎｃｕｂａｎｕｓ）、马氏沟齿闙（Ｓｏｌｅｎｏｄｏｎｍａｒｃａｎｏｉ）
和海地沟齿闙（Ｓｏｌｅｎｏｄｏ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分布于南美洲
海地岛和古巴岛。岛闙科１属９种，生活在南美洲
西印度群岛，约在１６世纪已灭绝。中国闙形目仅有
闙?科和鼹科两科，闙?科包含麝闙亚科（Ｃｒｏｃｉｄｕｒ
ｉｎａｅ）、闙?亚科（Ｓｏｒｉｃｉｎａｅ）和非洲白齿闙亚科（Ｍｙ
ｏｓｏｒｉｃｉｎａｅ）３亚科 ２６属 ３８５种（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ｅｄｅｒ，
２００５），除极地、大洋洲和一些大洋岛屿外，各大陆
均有分布，但南美洲只见于北部。中国有麝闙亚科

和闙?亚科两亚科１１属５２种，其中，麝闙亚科两属
１３种，闙?亚科９属 ３９种（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０８）。
鼹科包含美洲鼹亚科（Ｓｃａｌｏｐｉｎａｅ）、鼹亚科 （Ｔａｌｐｉｎ
ａｅ）和闙鼹亚科 （Ｕｒｏｐｓｉｌｉｎａｅ）３亚科 １７属 ３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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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ｅｄｅｒ，２００５），分布于古北界、新北界和印
马界。中国３个亚科均有分布，有７属１５种。其中
美洲鼹亚科１属１种；鼹亚科５属１０种；闙鼹亚科１
属４种，２０１３年闙鼹亚科发现一新种（刘洋等，
２０１３）。

保护区分布有闙形目２科４亚科１１属１７个物
种。闙?科仅发现闙?亚科１个亚科分布，闙?亚
科有短尾闙属 （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川闙属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
东方水闙属 （Ｃｈｉｍａｒｏｇａｌｅ）、亚洲闙属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
长尾亚洲闙属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蹼足闙属 （Ｎｅｃｔｏｇａｌｅ）
和闙?属 （Ｓｏｒｅｘ）７属１２个物种分布。鼹科有美洲
鼹亚科（Ｓｃａｌｏｐｉｎａｅ）甘肃鼹属 （Ｓｃａｐａｎｕｌｕｓ）、鼹亚科
东方鼹属 （Ｅｕｒｏｃａｐｔｏｒ）和长尾闙鼹属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
闙鼹亚科闙鼹属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３亚科４属５个物种分
布。保护区缺乏麝闙亚科物种分布，可能是由于保

护区的最低海拔较高的缘故；保护区分布有鼹科全

部３个亚科物种，无疑是保护区的一大靓点。
不同调查方法获取的闙形目物种组成及数量有

较大差异。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在四川九寨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本底调查，采用铗日法

调查地栖性小型兽类（包括闙形目、啮齿目、食肉目

个体小者以及兔形目鼠兔科的物种），下铗 ５２１９铗
次，收铗５１８９个，捕获小型兽类标本４５４号，其中闙
形目物种标本２３只１０种。闙形目物种标本捕获率
０４４％，捕获闙形目标本数占总标本数５０７％。本
次采用围栏陷阱法进行闙形目物种调查，在较短时

间内捕获了较多的闙形目标本及物种，捕获闙形目

标本数占总标本数５７５３％。

从上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与铗日法相比，围

栏陷阱法调查有利于闙形目物种的调查，从调查获

得的小型兽类物种来看，围栏陷阱法对于体重小于

２０ｇ的啮齿类亦具有较好的效果。建议在保护区进
行本底调查时，除了常规的铗日法外，利用围栏陷阱

法调查保护区的小型兽类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对于保护区物种编目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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