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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100324692 (2007) 0220167203 【综述】

青藏高原特有害鼠黑唇鼠兔的危害及防治对策
慈海鑫1 ,张中学2 ,雷晓水3

　　【摘要】　黑唇鼠兔既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害鼠 ,也是青藏高原的优势害鼠 ,严重威胁草原的生态环境、畜牧业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防治鼠兔常用的方法有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生态防治 ,文章分析了各种方法

的优缺点 ,认为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鼠害 ;提倡对黑唇鼠兔的开发利用 ,化害为益 ,探索防治鼠兔

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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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唇鼠兔 ( Ochotona curzoniae) ,亦称高原鼠兔 ,隶属于哺乳

纲 ,兔形目 ,鼠兔科 ,鼠兔属 ,是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特有

种 ,也是青藏高原的主要啮齿类之一 ,其种群数量巨大 ,与家畜

争食 ,破坏草地植被与生态 ,传播疾病 ,是青藏高原的优势害

鼠。笔者广泛地查阅了有关黑唇鼠兔危害及防治对策的文献 ,

现将有关黑唇鼠兔危害及防治对策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希望

在以后的黑唇鼠兔防治研究工作中便于借鉴。

1 　黑唇鼠兔的危害

1. 1 　破坏草地 ,恶化生态环境 　黑唇鼠兔在采食牧草地下根

茎而进行的挖掘活动中 ,掏出的土覆盖了牧草并裸露在外 ,同

时形成了许多地下空洞 ,每逢刮风下雨 ,挖掘出的疏松土壤随

地表迳流流失 ,致使草结皮塌陷、土壤肥力下降 ,形成寸草不生

的次生裸地“黑土滩”[1 ,2 ] ;在较干旱的地区 ,造成土壤含水率和

肥力降低 ,导致草场的沙化[3 ] 。

目前青藏高原的草地鼠害非常严重 ,如青海草原鼠害发生

面积和严重发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25. 4 %和

19. 2 % ,甘肃为 30 %和 15 % ,西藏为 26 %和 22 %[4 ] 。在三江源

地区的高寒草甸草原上 ,黑唇鼠兔的鼠洞随处可见 ,地上洞口

星罗棋布。据格尔木市的草原鼠害调查 ,长江源区黑唇鼠兔的

有效洞口数达 560 个/ hm2 ,洞口周围0. 3 m范围内形成寸草不

生的裸地 ,平均退化草场达21. 9 %～46. 5 % ,其中严重退化草场

达到18. 9 %～27. 2 % ,近 10 %的退化草场已沦为“黑土滩”;黄

河源区退化的草地达 50 %以上[5 ] 。

1. 2 　同家畜争食 ,降低草原载畜量 　黑唇鼠兔不仅破坏草地 ,

恶化生态环境 ,而且又与家畜争食优良牧草 ,从而使草原载畜

量减少 ,给牧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4 ] 。成年鼠兔日食青草量

平均为77. 3 g ,56 只成年鼠兔消耗的牧草相当于 1 头藏绵羊的

日食草量[6 ] 。据估计 ,全国每年鲜草损失给牧区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高达24. 5亿元。青海省的海西、果洛等牧区 ,鼠害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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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 ,菜牛、羊平均胴体重比 20 世纪 80 年

代分别下降了26. 0 %和24. 3 % ,鼠害严重的草场平均每亩产值

已不足 50 元[4 ] ;川西草原仅黑唇鼠兔造成的牧草损失每年就

高达 10 亿公斤以上 ,经济损失达 2 亿元之多[7 ] 。

1. 3 　传播疾病 ,危害人们健康 　黑唇鼠兔携带病原体 ,可使人

致病。包虫病 ( Hydatidosis ,Echinococcosis)在我国多集中分布于

西北地区 ,青藏高原属高发区。该病是一种地方性流行和自然

疫源性的人、家畜和野生动物共患病 ,它不仅严重威胁着广大人

民群众的健康 ,而且极大妨碍了畜牧业的发展 [8 ] 。1965 年青海

省报道了中国首例泡型包虫病病例 [9 ] ,1986 年郭再宣等[8 ]报道

黑唇鼠兔“棘球蚴”感染 ,后经进一步鉴定属泡球蚴感染。研究证

实 ,黑唇鼠兔不仅是细粒棘球绦虫的中间宿主动物 [10 ,11 ] ,而且也

是多房棘球绦虫的中间宿主动物[10214 ] 。另外 ,魏柏青等[15 ] 于

1996年 ,在青海首次报道了由于黑唇鼠兔引发的 1 例人间腺

鼠疫。

由此可见 ,我国草原黑唇鼠兔的危害已十分严重 ,严重威

胁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草原生态

建设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因此 ,加大对黑唇鼠兔危害的治理力

度 ,全面提升治理的技术水平 ,尽快遏制草原黑唇鼠兔猖獗的

势头 ,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4 ] 。

2 　黑唇鼠兔的防治对策

2. 1 　化学防治 　

2. 1. 1 　化学灭鼠 　是指使用有毒化合物灭鼠的方法 ,又称药物

灭鼠或毒饵灭鼠法 ,包括使用胃毒剂、薰杀剂、驱避剂等 ,是目前

国内外灭鼠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它突出的优点是灭效高、见效

快、方法简单、经济实用[16 ] 。过去使用的急性灭鼠剂如磷化锌、

氟乙酰胺、氟乙酸钠等 ,由于在毒杀过程中 ,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

产生二次中毒 ,伤害大量有益和无害的生物 ,除磷化锌外 ,已被

明令禁用。据统计 ,我国目前生产使用的杀虫剂和灭鼠剂 ,根据

有效成分计 ,年产 30 万吨左右。按照目前的使用方法分析 ,仅

有1 %～5 %真正作用于防治对象 ,而95 %～99 %直接污染环境 ,

杀死了大量的无辜生物 ,破坏了物种的平衡 ,最终也破坏了人

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17 ] 。近年来陆续生产出抗凝血慢性灭

鼠剂 ,第一代抗凝血慢性灭鼠剂有杀鼠灵 (华法令) 、杀鼠迷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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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命) 、克灭鼠 (呋杀鼠灵) 等 ;第二代有溴鼠隆 (大隆) 、溴敌隆

(乐万通) 、杀它仗等 ,特点是作用缓慢、症状轻、不会引起鼠类拒

食 ,其灭鼠效果优于急性灭鼠剂[18 ] 。目前化学灭鼠剂正向急性

灭鼠剂慢性化、慢性灭鼠剂急性化的趋势发展[16 ] 。

2. 1. 2 　器械灭鼠 　是指采用人工器具捕杀鼠兔的方法 ,例如利

用鼠夹、笼具、地箭、陷阱、索套、粘鼠板等工具捕杀鼠兔 [19 ] 。该

方法收效迅速 ,可以直接把鼠兔消灭在危害之前。中国兵工学

会研制出“窒息性灭鼠弹”,靠窒息杀死鼠兔 ,不会对环境造成

破坏和污染 ,安全可靠 [16 ] ,灭鼠成功率在 55 %左右[18 ] 。但是由

于鼠害面积一般比较大 ,而灭鼠弹不经济 ,故目前仅用于小规

模试验。

人工器具灭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进度较慢 ,一般应用

于小范围或特殊环境 ,可以作为大面积化学药剂防治后的补救

措施。

2. 1. 3 　生物毒素灭鼠 　生物毒素灭鼠是利用动物、植物、微生

物产生的具有一定化学结构和理化性质的生化物质进行灭鼠 ,

这些物质多为特有的几种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单体或聚合体。

目前研究较多的生物毒素灭鼠制剂主要是肉毒毒素 C 型和 D

型 ,其中 ,C 型肉毒毒素应用最广泛 ,其剂型分液体制剂和冻干

剂 2 种 ,在青海省已大面积使用 ,同时还应用于四川、甘肃、西藏

等省 (自治区)的部分草场。四川省 1990 年试用6667 hm2 ,平均

有效灭洞率为86. 3 % ,试验期人畜未发生中毒 [18 ] 。王振飞 ,次

仁罗布[20 ]在西藏地区应用该毒素杀灭黑唇鼠兔 ,也取得了满意

效果。目前 ,D 型肉毒毒素也有较为广泛的使用[21 ] 。

生物毒素具有毒力强、适口性好、对非靶动物毒性低、作用

缓慢、无二次中毒、易降解和适合于规模灭鼠的特点 [22 ] ,其对生

态环境、人畜的影响和效果均优于化学灭鼠剂 ,但对环境还有

一定的污染 ,不能有效地控制鼠兔数量。

2. 2 　生物防治

2. 2. 1 　培育天敌灭鼠 　天敌不仅可以控制鼠兔的数量、遏制鼠

害发生 ,而且对于维持食物链的平衡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据报道 ,在高寒草甸草场上 ,1 只艾虎 ( M ustela

eversm annii)平均每天可以消灭鼠兔4. 26只 ,1 只香鼬平均每天

捕杀的鼠兔为2. 75只[23 ] 。近年来 ,部分县采取鹰架招鹰的方

法 ,效果明显 ,应大力提倡[24 ] 。除了招引猛禽外 ,还可以建立鼬

类、狐类等食肉动物的繁育场 ,培育天敌 ,投入到鼠兔危害严重

的地区 ,控制鼠兔数量 ,减少对草场的危害[5 ] 。

但是 ,天敌防治鼠兔的缺点是见效缓慢 ,有时仅在特定时

段有效 ,例如天敌通常在控制低密度鼠兔时具有较好的效果 ,

但在高密度时却很难奏效。

2. 2. 2 　不育技术灭鼠 　不育技术通过控制鼠兔交配时的受精 ,

直接和间接地破坏配子的发育和成熟 ,阻止精卵结合或受精卵

的着床发育 ,从而降低鼠兔的生育率 ,达到控制鼠兔种群数量

增长的目的[25 ] 。不育控制的结果是降低出生率 ,直接灭杀是增

加死亡率 ,所以从理论上讲 ,不育控制和直接灭杀具有相同的

效果。不育技术控制后 ,通过不育个体的竞争性繁殖干扰作

用 ,减少了种群内参与有效繁殖的个体数 ,进一步降低了种群

的出生率 ,延缓了种群数量的恢复速度。此外 ,不育技术控制

后 ,还有可能抑制边缘种群的增长[26 ] 。

不育控制技术既有直接或间接降低鼠兔种群数量的作用 ,

又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从理论上讲 ,这一技术将会有良好的

前景 ,但是由于高原鼠兔的物种特异性以及不育剂的适口性等

问题 ,该技术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 ,需要进一步加大在免疫不

育疫苗上的研究力度。

2. 3 　生态防治 　也称生态治理 ,是指在免除化学防治的条件

下 ,针对鼠兔栖息地选择特征、为患成因以及危害现状 ,在生态

系统原理基础上提出的、以协同调整系统中主要成员之间生态

经济结构关系为主的治理策略。通过改变已经存在的适宜鼠

兔生活的环境 ,限制鼠兔的发育和繁衍速度 ,并最终减少鼠兔

种群的数量 ,从而控制鼠害。生态治理的目的 ,不仅仅是控制鼠

害和挽回损失 ,更主要的是消除对环境的污染并在整体上保证

控害增益的持续效益 [16 ] ,这也是当前鼠害治理的主要趋势。

对于黑唇鼠兔而言 ,退化的草场是其适宜的栖息环境 ,而植

被发育良好的草场却不利于其生存 [27 ] 。因此控制草场载畜量 ,

休轮放牧 ,退牧还草 ,恢复和重建退化的草地 ,营造出不宜于黑唇

鼠兔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 ,是防治鼠兔危害的有效途径。

2. 4 　综合防治 　单纯的防治措施由于具有自己的不足 ,往往

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实际应用中常常采用多种防治技术

的组合 ,从而实现更理想的成效 ,这就是综合防治技术。例如在

鼠兔暴发时采用化学杀灭法迅速降低鼠兔密度 ,其后采用器械

灭鼠方法或引进天敌控制鼠兔密度 ,并优化草场环境使其不适

宜于鼠兔的栖息 ,从而达到控制鼠害的目的 ,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治理草地鼠害 ,收到理想的效果[16 ] 。

3 　黑唇鼠兔的开发利用

鼠兔具有体型比其他兔形目动物小、性情温顺、饲养驯化

节省空间、使用方便的特点 ,早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28 ] 。国

内在鼠兔驯育和实验研究方面起步较晚。梁俊勋 ,叶润蓉 [29 ]于

1988 年报道了黑唇鼠兔在实验室环境下的繁殖获得初步成功。

为开发利用该种动物 ,并将其驯化培养成新型实验动物 ,叶润

蓉等[30 ]对人工饲养条件下黑唇鼠兔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研

究 ,并与其野外生长情况及室内人工饲养条件下其他种鼠兔 (北

美鼠兔和阿富汗鼠兔)的生长情况做了比较 ,发现室内的黑唇鼠

兔生长速度快 ,而且比阿富汗鼠兔和北美鼠兔的生长期短、性成

熟早 ,因此 ,该鼠兔在实验动物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鼠兔的开发利用 ,不仅能有效地巩固鼠兔的防治成效 ,更

为重要的是把鼠兔变为资源动物 ,化害为益 ,充分合理利用草

地资源 ,是防治黑唇鼠兔的一种新途径 ,其意义重大[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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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在媒介生物性传染病
研究中的应用

林华亮 ,刘起勇

　　【摘要】　媒介生物性传染病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传统的研究方法在采样、数据整理、分析等

方面已不能满足流行病学检测和研究的需要 ,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正好可以满足其需要 ,在媒介生物性传染病的研究中

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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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生物性传染病 (vector2borne diseases) 是由媒介生物 (病

媒生物)传播的一类自然疫源性疾病 [1 ] ,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每年的传染病总发病例数中约占

20 % ,但每年死亡人数占传染病总死亡人数的30 %～40 %。其

中许多是广泛流行和传播、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对人群健康危

害性非常大的疾病。在我国 37 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中媒介生

物性传染病包括鼠疫、疟疾、登革热、乙脑、流行性和地方性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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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伤寒、黑热病、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肾综合征出

血热 ( HFRS)等。而非法定报告的媒介生物性传染病还有莱姆

病、恙虫病、森林脑炎、新疆出血热、巴尔通体感染等[2 ] 。

近年来不断有新发的和复发的媒介生物性疾病的发生 ,给

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据 WHO 估计 [3 ] ,目前

疟疾在 100 多个国家流行 ,每年有 5 亿多人罹患急性疟疾 ,导致

每年 100 多万人死亡 ,其中 5 岁以下儿童占所有疟疾死亡人数

的 82 % ,每天有接近 3000 名儿童死于该病。在我国疟疾的发

病人数每年也数以万计。再如登革热 ,估计每年全球的感染人

数多达 8000 万 ,而近年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传统的研究方法

通常是基于报告数据和人工采集数据 ,但它存在一些明显的缺

陷。主要表现在 :数据的获得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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