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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还草地鼠类调查及控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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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 - 2003 年对青海省大通县退耕还林还草地鼠类组成进行调查研究 ,捕获鼠类 6 种 728 只 ,以根田

鼠 M icrotus oeconom us 和高原鼢鼠 M yos palax bai ley i 为绝对优势种。4 种方法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地害鼠控

制的结果表明 :人工置夹和药物控制是地上害鼠控制的有效方法 ,人工地箭与灭鼠雷可有效控制地下高原

鼢鼠的数量。但从长远来看 ,控制退耕还林还草地鼠害应采取生态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 :退耕还林还草地 ;鼠害 ;鼠种组成 ;控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 :S4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0629 (2005) 0420083205

3 　自 2000 年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推行至今已取

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随着阶段性成果的取得 ,

伴随的问题也由此产生 ,鼠害就是一个不得不正

视的问题。随着耕地由农田转向林草地 ,幼林的

生长和草地的繁盛 ,各种鼠类或经农田转向林草

地 ,或从周围各种栖息地迁移而来 ,鼠类开始在退

耕还林还草地繁殖蔓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植

被类型的差异 ,退耕还林还草地鼠害组成和结构

也不同于农田或周围各种栖息生境 ,只有对退耕

还林还草地鼠类组成和结构进行详细了解 ,才能

有的放矢 ,采取有效措施 ,达到从根本上控制的目

的。以往的研究曾涉及草场害鼠治理[123 ] 、农业害

鼠防治[426 ] ,森林害鼠控制[7 ,8 ] ,并已取得丰硕成

果。但在退耕还林还草地这种人为作用下形成的

特殊生境类型区 ,鼠类的组成及控制还没有被人

们所研究。有效控制退耕还林还草地害鼠 ,就必

须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地鼠害研究 ,掌握其动态变

化 ,探讨其经济阈值和危害的临界密度 ,掌握其发

生及成灾规律和危害特点。基于此 ,对退耕还林

还草地鼠类的调查结果与控制对策作一报道 ,并

提出生物控制鼠害的初步构想 ,希望对同行科研

工作者的研究和林业管理部门的决策起到一定的

作用。

1 　研究地自然概况
研究地选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岗冲乡的退耕还林还草示范小区进行。大通

县地处祁连山东段南坡 ,属山地丘陵 ,境内三面环

山。全境海拔 2 280～4 620 m ,总面积 3019 万

hm2 。从东南到西北 ,海拔逐渐升高 ,温度逐渐降

低 ,降水逐渐增加 ,光照逐渐减弱。境内日照时间

长 ,昼夜温差大 ,全县年日照时间 2 166～2 685 h ,

年均温 - 6～512 ℃。无霜期 45～110 d ,年降水

量 450～820 mm。试验小区位于脑山区 ,其地理

位置为北纬 36°51′,东经 101°35′,海拔3 029 m。

现存植物群落类型多样 ,有退耕还林还草地、10

年生云杉幼林地、摞荒地、灌丛、次生桦树林以及

尚未退完的耕地。

2 　研究方法
人工置夹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地地上鼠种类和

数量调查。地上鼠通常指在地面上活动的所有鼠

类。具体方法为 :在退耕还林还草地依地形地势

的不同选取了 8 个样方 ,所有样方面积均不小于

1 hm2 ,置夹捕鼠。鼠夹铁制 ,踏板式 ,以新鲜胡萝

卜作诱饵 ,采用见洞布夹法。捕鼠后进行常规的

测量、称量与记录 ,如体长、尾长、后足长和耳长的

测量 ,称其质量和解剖后的胴体质量 ,记录形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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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色泽的详细特征 ,区分雌雄性及大小。用人

工地箭进行地下鼠的捕捉调查。地下鼠包括适应

地下掘土生活的所有鼠类。详细观察各类害鼠适

宜的生存环境、栖息地选择和取食习性。投放鼠

药克鼠星进行地上鼠控制实验 ,分析其灭鼠效果

和投药的最佳时机 ;用灭鼠雷进行地下鼠的控制

试验 ,比较与人工地箭灭鼠效果的差异。

利用 SPSS 1010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非参数χ2检验性比与理论值 1 ∶1 的差异性 , P <

0105 被认为差异显著 , P < 0101 被认为差异极

显著。

3 　结果

31 1 捕获害鼠种类及数量 　2002 年 8 - 9 月 ,

运用夹日法共捕捉地上鼠 88 只 ,人工地箭法捕获

地下鼠 6 只 ;2003 年 4 - 6 月运用夹日法捕捉地上

鼠 319 只 ,人工地箭法捕获地下鼠 315 只。经有

关专家的分类认定 ,所捕鼠类共分 2 目 6 种 ,地上

鼠 5 种 ,地下鼠 1 种。地上鼠包括田鼠科 1 种 ,即

根田鼠 Microtus oeconomus ;仓鼠科 2 种 ,分别隶属

仓鼠亚科的长尾仓鼠 Cricetulus longicaudatus 和隶

属沙鼠亚科的子午沙鼠 Meriones meri dianus ;鼠科

1 种 ,为大林姬鼠 A podemus peninsulae ;兔形目鼠

兔科 1 种 ,为甘肃鼠兔 Ochotona cansus。地下鼠为

仓鼠科鼢鼠亚科高原鼢鼠 M yospalax baileyi。其

种类的数量组成记录见表 1。
表 1 　退耕还林还草地捕获鼠类数量及性别组成 (只)

种类 数量 雄性 雌性 成体 幼体

根田鼠 363 152 211 268 95

长尾仓鼠 21 9 12 18 3

子午沙鼠 11 5 6 11 0

大林姬鼠 10 7 3 4 6

甘肃鼠兔 2 2 0 2 0

高原鼢鼠 321 144 177 299 22

合计 728 319 409 602 126

31 2 优势种的确定 　对捕获地下鼠类进行比

较研究 ,发现根田鼠数量远远大于其它各种 ,其捕

获比例占到了夹捕地上鼠数量的 89119 % ,而其

它 4 种比例仅占 10181 % ,由此可以确定根田鼠

为优势种。调查发现 ,退耕还林还草地高原鼢鼠

密度最高达 69 只/ hm2 ,在这种密度下 ,高原鼢鼠

对林草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判定高原鼢鼠也为优

势种之一。最终确定退耕还林还草地以根田鼠和

高原鼢鼠为优势种。

31 3 优势种的性比 　在已捕获的 363 只根田

鼠中 ,雄鼠 152 只 ,雌鼠 211 只 ,其两性性比为

雄/ 雌 = 0172 ≠1 ,雌鼠多于雄鼠。据此可以判断

退耕还林还草地雌鼠数量是大于雄鼠的。χ2 检

验的结果为χ2 = 9159 , P = 01002 < 0101 ,表明性

比同理论值 1 ∶1 存在极显著差异。试验中共捕

获高原鼢鼠 321 只 ,其中雄性为 144 只 ,雌性为

177 只 ,其两性性比为雄/ 雌 = 0181 ≠1 , 雌性大于

雄性。χ2 检验的结果为χ2 = 3140 , P = 01065 >

0105 ,表明性比同理论值 1 ∶1 并不存在显著

差异。

31 4 优势种喜栖环境和喜食植物的调查 　
观察发现 ,根田鼠喜欢栖息在植物生长良好、草群

生长茂密、群落结构复杂的环境中 ,这与夏武平

等[ 9 ]的观察是一致的。在退耕还林还草地中 ,根

田鼠洞穴尤以田埂上最多 ,最多时达 19 个/ m2 ,洞

口间最小距离为 6 cm。由Batzli 等人的研究[ 10213 ]

可知根田鼠主要取食单子叶植物 ,尤以禾本科植

物的绿色部分、草籽等为食 ,在退耕还林还草地

中 ,根田鼠以啃食幼树嫩树皮为食。

高原鼢鼠是地下掘土类动物 ,主要以杂草类

植物为主要食物 ,在退耕还林还草地中随处可见

其在挖掘过程中堆出的大大小小的土丘。除此之

外 ,它还特别喜欢啃食幼树树皮、根茎。高原鼢鼠

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能截断苗木根系 ,并在取食、

交配、构筑巢穴洞道的挖掘活动中将新土堆出地

表 ,形成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土丘 ,覆盖牧草和

幼苗 ,致使幼苗枯死 ,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

31 5 控制对策
31511 人工置夹 　如上所述 ,运用人工置夹 ,在退

耕还林还草地共设样方面积 14128 hm2 ,捕杀地

上各种鼠总计 407 只 ,不仅有效降低了地上鼠密

度 ,而且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防风固沙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31512 鼠药控制 　2002 年 4 月和 7 月 ,在岗冲乡

退耕还林还草示范小区分别选取大小为 10 hm2

的样地 3 块等距离投放鼠药克鼠星。试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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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4 月鼠药克鼠星对地上鼠的杀灭率达到

50108 % ,而 7 月灭鼠率仅仅为 9152 %(图 1) 。

图 1 　不同月份投放鼠药的灭鼠率

31513 人工地箭和灭鼠雷 　试验过程中运用人工

地箭共杀灭高原鼢鼠 321 只 ,极大地降低了地下

鼠密度。人工地箭法是一种成熟运用于民间和科

研取材的有效方法 ,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可捕鼠

10～15 只。这种方法简单易学 ,投入较低 ,是理

想的控制地下鼠害的方法。运用灭鼠雷对鼢鼠进

行控制试验证明 ,在鼠害高峰期 ,只要灭鼠雷设置

合理 ,击发率可达 100 % ;一般情况下 ,其灭鼠率

也可达 90 %左右。不足之处在于灭鼠雷价格较

高 ,投入较大 ,且置雷花费时间较长并具有一定危

险性 ,需要全面了解其性能 ,掌握其使用方法并小

心设置。推广使用时 ,有关部门要组织人员进行

培训。

4 　讨论
41 1 退耕还林还草是中国政府为彻底改变中国西

部恶劣的生态环境 ,再造山川秀美的西部而做出

的战略决策。在这项运动中 ,许多坡耕地由农田

变成了林地。从生态学的角度讲 ,植物群落由于

人为因素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从而导致其

间生活的动物 ,特别是小哺乳动物的组成和结构

也发生了相应改变。退耕还林还草地位于特定的

地理环境中 ,具有自己独特的植被类型 ,因而其间

的鼠类组成也有自己的特点 ,它与农田鼠类组成、

草原的群落结构以及森林的鼠害组成都有不同。

它以根田鼠和高原鼢鼠为建群种 ,在短短的 3 年

中数量迅速增长 ,并逐渐发展成为优势种。在种

内优势种的确定上 ,一般都是用捕获比例大的物

种作为优势种[ 14216 ] ,这种方法对退耕还林还草地

优势种的确定是非常适用的。另有大林姬鼠、长

尾仓鼠、甘肃鼠兔和子午沙鼠在迁徙移动 ,虽然目

前数量不多 ,危害不大 ,但如不及时进行有效控

制 ,一旦它们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 ,其极快的繁殖

速度将会导致数量的急剧增加 ,必将造成严重

危害。

41 2 选择人工置夹控制害鼠 ,第一 ,能为科学研究

提供原始材料和数据 ;第二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

效地杀死害鼠 ,迅速降低鼠群密度 ,用人工置夹法

控制 ,连续几天可达到一定面积鼠害的相对灭绝 ;

第三 ,人工置夹控制不造成任何环境污染 ,可起到

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四 ,鼠夹价格低廉 ,平均价格

0150元/ 个 ,可以多次使用 ,其原理简单 ,便于推广

使用 ,是控制鼠害的一种有效方法。

41 3 经过不同时间投放鼠药对地上鼠控制试验的

比较研究 ,发现 4 月投放鼠药的灭鼠率远远高于 6

月投放鼠药的灭鼠率。这是由于冬季食物资源匮

乏 ,气候比较寒冷 ,鼠类取食相对不足 ,经过一个

冬天的体能消耗 ,能量储积显著减少 ,需要在春季

植被恢复生长之初 ,大量地采食以补充体能 ,导致

其活动频率增强 ,活动范围扩大。随着繁殖季节

的来临 ,繁殖活动不断加强 ,致使鼠类运动量增

加。故这个时候投放鼠药 ,可以被鼠类最大程度

地取食 ,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杀灭害鼠和节约药物

资源的控制目的。建议投放鼠药控制害鼠应选择

每年的 3～4 月。

41 4 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中危害最

为严重的啮齿类动物之一 ,由于它的挖掘和取食

活动 ,草场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17 ] 。在退耕还林

还草地中 ,高原鼢鼠同样是危害最为严重的鼠类

之一 ,应引起林业管理部门足够的重视。试验发

现 ,灭鼠雷和人工地箭都是有效控制高原鼢鼠数

量的方法 ,林业管理工作者应根据具体条件选择

使用。

41 5 虽然上述数种方法均能对鼠害进行有效控

制 ,但是暂时性的 ,且均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负作

用 ,如设置鼠夹、人工地箭和灭鼠雷时对林 (草) 地

的践踏 ,鼠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天敌无意识

的杀害。首先 ,从长远看 ,控制退耕还林还草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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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应采取生态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通过调节各种

害鼠的食物选择和栖息环境来达到生态治理的目

的。退耕还林还草地鼠害均为植食性小哺乳动

物。已知植物次生化合物能抑制动物的摄入量和

消化 ,而动物则避免选择含次生化合物的食

物[18220 ] ,从而可以采取改变树种结构 ,选用次生化

合物含量较高的树种进行栽培和种植 ,减少鼠类

的采食所造成的危害。其次 ,通过清除退耕还林

还草地杂草来改变栖息环境也能达到生态控制的

目的。高原鼢鼠主要以杂草类植物为主要食物 ,

陶燕铎等采用除莠剂降低杂草生物量后高原鼢鼠

种群密度明显降低[21 ] ,这说明杂草决定了高原鼢

鼠的种群数量和密度 ;魏万红等在野外研究中也

发现 ,高原鼢鼠的种群密度与杂草类生物量和土

壤硬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在土壤硬度高的区域 ,

杂草的生物量较低 ,高原鼢鼠在构筑洞系的过程

中将要花费较多的能量 ,而且不同区域高原鼢鼠

的种群密度相差较大 ,这种差异也是由杂草生物

量的分布所决定[ 22 ] 。当农田退耕变为林草地时 ,

杂草开始丛生蔓延 ,丛生的杂草为高原鼢鼠和其

它鼠类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因此通过

清除杂草来减少高原鼢鼠及其它鼠类的食物来源

并改变栖息环境可以从根本上达到控制鼠类危害

的目的。再次 ,通过保护鼠类天敌 (如猫、黄鼠狼、

猫头鹰) ,健全食物链 ,发挥天敌自然抑制能力 ,调

节鼠害种群密度 ,加强宏观控制作用 ,实现生态平

衡也能达到生物控制鼠害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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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odent types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resumed forests or grasslands from farmlands
ZHAN G Tong2zuo1 , SU Jian2ping1 , FEN G J un2yi2 , L EI Xiao2shui2

(11 B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 ute of the Nort hwest Plateau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 China ;

21 Datong County Forest Fire Protection Station , Qinhai Province , Datong 810100 , China ;

31 The Postgraduate College of Chinese Science Academy , Beijing 100039 , China)

Abstract : From 2002 to 2003 , the rodent composition was sampled in resumed forest s or grasslands

f rom farmlands , in Datong county , Qinghai p rovince1 A total of 728 rodent s were capt ured during t he

research period , and 6 rodent types were recorded in t he study site1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ana2
lyzed1 The result s showed that bot h M icrot us oeconom us and M yos p al ax bai ley i were absolutely dom2
inant species1 Four met hods were used to st udy rodent cont rol1 The result s showed t hat t rap2days and

pesticide Keshuxing could well cont rol t he rodent pest s on the ground , while arrow and mine de2
st royed t he rodent pest s under t he ground effectively1 The four met hods might be used selectively ac2
cording to practical condition1 But ecological cont rol of rodent pest is more important t han t hese met h2
ods and can cont rol rodent pest s effectively in resumed forest s or grasslands f rom farmland1
Key words : Resumed forest s or grasslands f rom farmlands ; rodent types ; composition of rodent spe2
cies ; cont rol measures

国土绿化状况公报称中国生态建设的形势相当严峻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称 ,中国国土绿化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 ,中国仍是

世界上水土流失、荒漠化和草原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说 ,尽管国土绿化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从

总体上看 ,绿化总量不足、分布不均 ,区域、城乡和部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绿化产权制度改革不够

深入 ,非公有制绿化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绿化法制体系建设还不完备 ,依法治绿还需进一步加

强。造林绿化结构单一、形式呆板、质量不高等问题普遍存在 ,绿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此同

时 ,义务植树尽责率较低 ,毁林毁绿现象时有发生 ,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增强。这些与实现生态良

好、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很不适应 ,国土绿化任重而道远。

公报说 ,2005 年是实施“十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也是把握生态建设状况处在“治理与破坏相

持”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全面推进国土绿化的重要一年。国土绿化工作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

持以人为本 ,统筹城乡绿化、东西部绿化协调发展 ,唱响“共建绿色家园”主旋律 ,通过深入开展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发动社会办林业和大力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城乡绿化一体化与绿色通道建设 ,努力

开创国土绿化事业的新局面。 (赵胜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