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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成体性腺均开始发育，幼体不发育。密点 

麻蜥幼体背部的斑纹较成体明显．排列为多条 

纵行。丽斑麻蜥的幼体背部斑纹较成体模糊。 

草原沙蜥幼体的尾部腹面有显著的桔红色斑 

纹，红色斑纹随其生长发育渐行消退。 

以B=1／∑P 计算营养生态位宽度 Simp— 

s0n， 只．代表 种蜥蜴食物在i项中出现的比 

率。 

以 O=1—0 5∑lP．，一P J计算 2种蜥蜴 

食物相似性程度(Hurlbert)【 ．其中 P 和 代 

表J种^种蜥蜴食物在i项中的比率。 

aj(k)=∑( ·Po)／∑P 计算 2种蜥蜴 
J I 

的竞争系数(HurIbert)。P*、只，同前。 

摄食率 ：实胃数／总胃数。 

2 结 果 

2．1 食物组成 三种蜥蜴的食物均由动物性 

食物组成．包括昆虫纲、蛛形纲和甲壳纲三纲的 

动物。食物中以昆虫占绝对优势，有卵、幼虫、 

蛹、成虫各个虫期．甲壳纲最少。未发现植物性 

食物见表 1。 
寝1 三种蜥蠕的食物组成 

食 物 种 类 EM EA 

非重叠 区 重叠 区 

鞘翅目 

Cb tera 

蜂姐目 

Lepidoptera 

膜翅日 

Hm ∞optm  

双翅日 

D efa 

盘龟子总科 

象 甲辩 

埋葬甲科 

步行虫科 

叶甲科 

叩头虫科 

担步甲科 

瓢甲科 

锯各盗科 

露尾甲科 

吉丁虫科 

蛾粪成虫 

蛾类幼虫 

蛾蛹 

土蜂科 

胡蜂科 

，J、蜂科 

青蜂科 

蜜蜂科 

蚁科 

蝇辩 

丽蝇科 

食蚜蝇科 

果蝇科 

食虫虻科 

Searabaeoidea 

C K I 

SalDhidae 

Carabidae‘ 

Chrysomelidae 

Elateridae‘ 

Teacbrioald~e 

coecinellldae 

siIvanidae 

Nitid idae 

Buprestidae 

Adultofn∞th 

hKrv~t ofmoth 

Pupa mo山 

So011idae 

Vespldae 

eh~eldkb．e 

c11r dae 

A∞idRe 

Forraicidae 

Muse~dae 

GzlBohodd~a 

S~rphidae 

Dro∞口hilidae 

Asllidae 

l8 

5 

13 

11 

4 

4 

222 

l 

9 

2 

1 

29 

62 

l2 

t7 

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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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步甲科 

瓢甲科 

锯备盗科 

露尾甲科 

吉丁虫科 

鳞翅目 蛾类成虫 

蛾类幼虫 

膜翅 目 

双翅 目 

半翅 目 

同翅 目 

革翅目 

脉翅 目 

缛尾 目 

蜘蛛 目 

蝎 目 

蜱螨目 

甲壳纲 

蛹 

土蜂 科 

胡蜂科 

小蜂科 

青蜂科 

蜜蜂科 

蚁科 

蝇科 。 

丽蝇科 

食蚜蝇科 

果蝇科 

食虫虻科 

蚊科 

蝽科 

缘蝽科 

盲蝽科 

叶蝉科 

蚜科 

蠼蝗幼虫 

草蛉科 

表鱼幼虫 

鼠妇 

4 3 1 

123 99 90 3 

5 4 2 3 

20 

60 

1 

6 4 

2 

l 

2 1 

1 

2 

1 1 

24 4 10 14 18 1 4 14 

6 3 3 10 2 8 2 

7 

8 12 25 5 

60 2 

2 

23 

2 

l 

1 

17 41 2 15 

3 1 

l 

2 

7 

26 

2 

21 

6 

2 

6 

l 

20 

6 

7 

2 

2 

375 

24 

3 

l 

l19 

1 

2 ‘ 

210 165 

38 1 29 9 

2 1 2 

5 14 5 10 4 1 2 1 

3 3 3 1 3 

摄食率 75 83 33 75 75 88 83 6-67——— 一 
平均摄食量 8．94 13 20 9．81 7．42 10．59 6．8O 10 46 10．78 

种数 l8 l3 16 12 25 l2 19 l8 

100 100 100 100 

19 93 23．50 23．85 16．75 

；号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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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点麻蜥的食物包括 2纲 10目20科动 

物，主要 食 物是 蛾类 幼 虫，占 个体 总数 的 

51．99％。草原沙蜥的食物有 2纲 8目22科， 

主要食物是蚁类，占食物 中动物个体总数的 

68．71％。丽斑麻蜥的食物有 3纲 1目25科， 

摄食比较均匀，数量最多的蝽科昆虫也只占食 

物中动物个体总数的 16．10％。经方差检验结 

果表明，三种蜥蜴的种间食物种类差异不显著 

(F=0．861，dfT=2，dfE：36，P>0．05)。 

2．2 不同性别蜥埸的食性差异 密点麻蜥和 

草原沙蜥雄性平均摄食量及摄食的动物种数， 

均高于雌性见表 2。 

密点麻蜥雄雌两性的主要食物都是蛾类幼 

虫，各 占摄 食 动 物 个体 总 数 的 43．69％ 和 

37．08％。次要食物在两性间不同，雄蜥是蝇 

类，占29．13％，雌蜥是蝽科，占 19 10％。雄蜥 

虽较雌蜥摄食的动物种类多，但 t检验结果表 

明，两性食物种类的差异并不显著(t：0．014< 

t0
．
05：2．056，P>0．05)。 

丽斑麻 蜥 的雄性 主要摄 食鞘 翅 目，占 

25．74％，其次是膜翅 目，占 19．13％，半翅 目占 

15．44％，同翅 目占 15．45％，而雌性主要摄食 

半 翅 目，占 47．42％，其 次 是 鞘 翅 目，占 

13．39％，膜翅 目占 12．37％，鳞翅 目幼虫 占 

14．43％。t检验结果表明两性食物种类差异 

不显著(t=0．282<t0 D5=2．042，P>0．05)。 

草原沙蜥雌雄两性的主要食物都是蚁类， 

各占61．57％和 67．74％，次要食物：雄蜥是蝇 

科，占 7．74％，蝽科占 9．35％，雌蜥是象甲科， 

占23．50％，t检验结果表明，两性食物种类差 

异不 显著 (t：0．09(1<t0 0s=2．056，P> 

0．05)。结果表明，三种蜥蜴春季的食性虽有一 

定性别差异，但其差异并不显著。 

2．3 不同年龄蜥埸的食性差异 密点麻蜥和 

草原沙蜥成体的平均摄食量均小于幼体 

密点麻蜥的成体和幼体的主要食物都是蛾 

类幼虫，各占41．69％和 75％，成体的次要食物 

是蝇科，占20．34％。幼体的次要食物是蚁科， 

占 6．82％。t检验结果表明，成幼体食性差异 

不显著(t=0．741<to 05=2．045，P>0．05)。 

丽 斑 麻 蜥 成 体 主 要 摄 食 半 翅 目，占 

28．76％，其次是鞘翅目，占 20．62％，膜翅目占 

16．31％，鳞翅目幼虫占 10．73％。幼体主要摄 

食鞘 翅 目，占 23．53％，其次 是 同翅 目，占 

17．64％，鞘翅 目和半翅 目均 占 11．76％，蜘蛛 

目占 14．71％。t检验结果显示，成幼蜥之间的 

食物种类 差异 不显 著 ( =0．908< t0 = 

2．021，P>0．05)。 

草原沙蜥成幼体的主要食物都是蚁类，各 

占64．88％和 84．40％，成体的次要食物是象甲 

科，占 13．15％，幼体的次要食物是金龟子科。 

青蜂科和蜱螨 目，均占 2．13％。t检验结果显 

示，差异不显著(t=0 365<t㈣5=2．042，P> 

0．05)。上述说明，春季三种蜥蜴成幼体同食性 

虽有一定年龄差异，但达不到显著水平。 

3 讨 论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近缘种由于竞争，其生 

态位趋向分离，相反，由于趋同效应，远缘种间 

生态位重叠值则会逐渐增加，产生竞争，影响共 

(Cody aL．) 。 

在栖息地重叠地区三种蜥蜴营养生态位重 

叠值较小，种间竞争不激烈，并在主要食物种类 

上有显著的差异，此项结果与常域等n 对变色 

抄蜥和虫纹麻蜥的研究结果一致。密点麻蜥与 

草原沙蜥分属两科，亲缘关系较远，虽然栖息地 

有较大程度的重叠，但两者食物相似性程度很 

低，即通过营养生态位的分离来减缓种间竞争。 

密点麻蜥与丽斑麻蜥是同属近缘种，食物相似 

性程度较高，两者则以减少栖息地的重叠来减 

缓种间竞争。 

本项工作表明密点麻蜥在春季的主要食物 

是蛾类幼虫，草原沙蜥的主要食物是蚁类，这与 

宋志明等' 的研究结果有差异，后者在春季以 

象甲科和金龟子总科的数量最多。刘 乃发 

等_2 的研究结果表明：密点麻蜥在春季主要捕 

食甲虫和木虱，也与本项研究结果不同。丽斑 

麻蜥主要捕食半翅 目、鞘翅目、蚁科、鳞翅 目和 

同翅目的昆虫。胡淼等H 研究表明：江苏赣榆 

丽斑麻蜥在 5月份捕食蚜虫、蝼蛄、蚁类及鞘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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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鳞翅目昆虫。两地种群食谱均较广，捕食 

也都比较均匀，只在某些种类上有差异。以上 

差异说明：不同地区的种群食性有明显差异。 

这与食物的地理分布有关，进一步证实了三种 

蜥蝎是适应性强的广食性动物。 

食性在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可保证动物在不 

同发育阶段上对营养的不同需要，同时又扩大 

了该种动物与环境的食物联系，因而在更大范 

围内利用环境条件，对促进种的分布范围扩大 

和个体数量增加很有意义(孙儒泳)【1 。随着 

性腺的逐渐发育和增大，蜥蜴的雌性和雄性个 

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觅食对策：雌蜥较多地捕食 

能值高，不易消化部分步的动物，以满足其生殖 

活动的需要；由于雌蜥运动能力降低，较多捕食 

运动能力不强的动物。蜥蜴是广食性的食虫动 

物，两性的食物种类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未 

及显著水平。成幼蜥各有不同的觅食对策，通 

常幼体更多地捕食个体小的动物，其适应意义 

在于不同大小的动物吃不同大小的食物，此项 

结果与刘乃发等 对三种不同大小蜥蜴的研 

究结果一致。成幼蜥的摄食程度差异较为显 

著．与刘乃发等 2的研究结果一致。成幼蜥的 

食物种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并不显著。 

但据刘乃发等 研究发现：夏季新生蜥蜴个体 

加入种群后，种内竞争更为激烈，成体选择改变 

食性的方式，减少对动物性食物的捕食，大量摄 

取白刺浆果，以减缓种内竞争，使种群得以延续 

和发展。说明成幼蜥间食物种类的差异在春季 

不重要，因该季节成幼蜥主要选择不同大小的 

食物，可减少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有利于种群内 

各年龄组的共存。 

致谢 刘乃发教授对本文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宋志明．赵肯堂。草原砂蜥和密点麻蜥的食性研究 两栖 

爬行动物学报。1983．2(4) 7—11。 

2 刘乃发．耿稚蓉。密点麻蜥的食性厦摄食的季节性变化， 

应用生态学报．1995 R．6(增)：74—78。 

3 剂乃发．李仁德。三种荒漠蜥蟠空间和营养生态位研究。 

生赤学报．1995 b．15(1)}48—53 

4 胡 瘴．李家永．姜同先 丽斑麻蜥的韧步研究。动暂学 

杂志．1986，21(3){8—11。 

5 蘩邦华。昆虫分类学(中册) 北京：科学出版杜．1973。8 

— 100。 

6 南开大学 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荨五 授合嫡。昆虫学(上 

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杜。1980。106—138。 

7 Simp∞n1 E．H．M嘲H 帅 即c of diversity．Natu~(Load) 

1949．163'(3){688 

8 H~lbert．S．E The哪㈣ 呲 of nh：he and some red且tl忸  

F~otogy．1978．59(1)：67—77 

9 Cody．M L．and J H．Brown Cheater divergence in Mexi． 

birds E “tion．1970．24 x304—310 

10 常 城．陈 强．刘乃发。同一群落中两种蜥蟠共存的机 

制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29(3)；180—183， 

l1孙懦泳 动物生态学原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256。 

DIET OF THREE SPECIES OF LIZARD IN THE SPRING IN LANZHOU 

CHEN Xiaoyong WANG Jianpin 

(Lan~Aou L 御 Lan~ou 730000) (Ca～ ^ 嘶 “ U iversity La h 730070) 

GONG Dajie 

(North- I z Normal【 z 7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diet of Eremias multiocellsta．Eremias argus and Phrynocephalus frontalis in 

Lanzhou region were analyzed from ．March to June．1993．The results show that Eremias multiocella． 

ta，Eremias argus，Phrynocephalus
．

加rntalis all feed OR animal food in Lanzhou area．In both habitat 

overlap ai-le~and[1Oll-overlap area．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s in the selection of food species 

amongthe three species of the lizards(F=0．061，dfT=2．dfE=36，P>0．05)．W|Ihin population， 

there wr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od pre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ex and age groups． 

KEY WOP-J~ Lizard E．multiocellata E．argus P．，0rntalis Feeding habit Lanzhou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