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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塔城盆地主要资漂鸟类 

用途 种数 种 名 

- 

肉用 2l 凤头鹃鸥、灰雁、赤麻鸭、绿头鸭、黑琴鸡、石鸡、斑翅山鹑、高原山鹑、鹌鹑、环颈雉、骨顶 
鸡、大鸨、红脚鹬、黑腹沙鸡、岩鸽、原鸽、欧斑鸠、山斑鸠、家麻雀、黑顶麻雀、树麻雀。 

羽绒用 ll 灰雁、赤麻鸭、绿头鸭、鸢、秃鹫、黑琴鸡、环颈雉、蓑羽鹤、大鸨、普通翠鸟、黑腹沙鸡。 

药用 23 鸬鹚、灰雁、绿头鸭、鸢、秃鹫、鹌鹑、环颈雉、大鸨、白腰草鹬、红嘴鸥、普通燕鸥、岩鸽、原 
鸽、大杜鹃、普通翠鸟、戴胜、斑啄木鸟、云雀、喜鹊、寒鸦、小嘴乌鸦、河鸟、树麻雀。 

鸢、秃鹫、白头鹞、燕隼、黄爪隼、红隼、凤头麦鸡、白腰草鹬、白腰杓鹬、矶鹬、红脚鹬、领燕 
鹆、大杜鹃、鸟林鹗、黄喉蜂虎、蓝胸绑法僧、戴胜、斑啄木鸟、二斑百灵、短趾沙百灵、细嘴 
沙百灵、凤头百灵、云雀、角百灵、家燕、黄鹤鹌、黄头鹳鹌、白鹳鹌、田鹨、平原鹤、林鹨、红尾 农

、林、卫生 6l 伯劳
、金黄鹂、粉红椋鸟、紫翅椋鸟、喜鹊、秃鼻乌鸦、寒鸦、小嘴乌鸦、蓝点颏、红背红尾鸲、 益鸟 

赭红尾鸲、蓝额红尾鸲、黑喉石鸭、沙鸥、穗鸱、白顶鸥、稻田苇莺、横斑莺、白喉莺、黄眉柳 
莺、暗绿柳莺、斑鹕、大山雀、西域山雀、灰蓝【I|鸸、普通鸭、旋木雀、朱雀、褐头鹂、三道眉草 
翟粤。 t 

观赏鸟 l9 灰雁、赤麻鸭、绿头鸭、黑 鸡、石鸡、斑翅山鹑、高原山鹑、鹌鹑、环颈雉、蓑羽鹤、大鸨、黑 
腹沙鸡、普通翠鸟、蓝胸佛法僧、金黄鹂、蓝点颏、赤胸朱顶雀、红额金翅、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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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区室内鼠类变动的研究水 

莫 冠 英 
(广东省湛江鼠疫防治研究所 524037) 

I gL}--3 

摘要 作者于 t985年 2月到 1988年 7月对湛江市区室内鼠情动态进行了调查。 鼠种有褐家鼠、 

黄胸鼠、小家鼠，还有食虫目的臭晌。调查前后都是四种动物，三年半总的捕获率不变。经创‘‘无鼠害’’ 

灭鼠后，鼠类密度下降，而臭晌的密度上升，成了优势种。鼠类中褐家鼠葙黄 鼠占 例下 豪鼠 
～一开高。在达标后鼠类密度反复回升，要维持长时间的低密度，应加强巩固工作。从流行病学观点来看， 

臭晌数量多了，应和鼠类一起消灭。 

1985年 2月到 1988年 7月 我们对湛江市 

区室内鼠情动态进行了调查。在这期间，正是 

湛江市创建“无鼠害”(标准是夹夜法捕获率于 

1 以下)城镇工作开展的时候，因此调查结果 

该研究调查由原湛江市防疫站鼠防科 和湛江鼠疫防治 

站业务科多位同志所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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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无鼠害”达标前后的鼠情动态。现将资 

料整理，加以分析研究。 

一

、 调 查 方 法 

调查方法是按照全国家鼠鼠情监测的方法 

进行。于每月上半月在各个居委会的住宅内布 

放中型鼠夹 300只／次以上，按每 15平方米以 

下的房间布一只，以上的布两只，楼房只布放地 

面层，诱饵用红薯加油条，晚放晨收，布夹地点 

要间隔半年以上才能重放。 

二、结 果 与 讨 论 

经三年半的调查，该圭81区的鼠种有褐家鼠、 

黄胸鼠、小家鼠；另外有食虫目的臭 。调查开 

始到最后，其种类不变；但在数量上和组成上有 

明显的变化(见表 1，2)。 ’ 

(一)总捕获率 

总捕获率是包括鼠类和臭鲍的捕获率。三 

年半各个月的捕获率，以 1 986年 3月份最高为 

12．96％，1 987年 1月份最低为 4．49％。四个年 

度的捕获率差异不显著 (x 一6．16，P> O．05)o 

说明在湛江市区室内 它 们 的 总密度保持相对 

的稳定，虽经多次灭鼠，总密度 受 到 影 响不 

大。 

(=)鼠类捕获率 

三年半各个月的鼠类捕 获 率 最低是 1987 

衰1 各年度备月擅获率统计 
t 

月 份 l 2 ； 4 5 6 7 8 9 10 ll l2 
- 

放夹只数 300 30l 302 3ll 3l0 307 30l 3l4 309 307 3l3 

总捕获率 7．33 7．3l 9．60 9．00 8．7l 8．80 8．97 8．60 7．12 9．7l 10．54 
I985 家鼠捕获率 5

．44 5．50 7．43 7．2l 4．71 4．10 3．86 5．90 2．38 4．8l 6．36 

臭昼Il捕获率 2．1I 4。56 2．50 2．08 4．39 4．75 5．52 3．04 4．96 5．46 4．76 

放夹只数 306 308 30l j07 304 308 30l 302 308 303 303 298 

总捕获率 10．78 9．74 l2．96 6．84 6．91 8．12 6．3l 9．27 9．74 9．45 6．60 6．38 

I986 家鼠捕获率 6
． 19 5．L2 9．03 4．4l 5．35 6．60 4．38 6．16 7．02 4．14 0．70 1．06 

臭昼Il捕获率 5．17 5．12 4．73 2．10 1．74 1．74 1．40 3．48 3．14 5．76 5．98 5．42 

● 

放夹只数 3l2 307 30l 305 306 3l3 308 305 3l4 3l5 3l3 3lO 
t 

总捕获率 4．49 9．49 8．64 4．92 5．23 7．67 7．47 4．92 l2．42 5．67 lO．54 7．42 

I987 家鼠捕获率 0
．
67 I．39 5．17 1．38 2．38 1．37 2．73 2．03 6．46 1．0l 3．45 3．04 

夷鼠甸捕获率 3．87 6，27 3．85 3．65 3．0l 6．47 5．O0 3．0I 6．78 5．77 7．59 4．65 
L 

放夹只数 30l 300 305 304 306 326 299 
- 

总捕获率 7．97 9．67 l1．15 5．60 7．52 6．44 l2．7l 

I988 家鼠捕获率 2
． 47 、6．2l ．55 4．33 3．08 2．24 1．88 

●  

臭鼢捕获 5．78 3．90 5．25 1．38 4．7l 4．39’ l1．22 

注：家鼠与臭驹捕获率计算： 分子为捕得动物数，分母为夹夜数。 家鼠的夹夜数应是总夹夜数减去捕得臭聃数(无效夹 

数)；臭驹夹夜数即总夹夜数减去捕得家鼠数(同上)a 

年 1月份为 O．67％，连同此前两个月(1986．11． 

12)为O．7O％和 1．06％，显示 出 l986年 秋 季 

的灭鼠效 果 很 好。另外于 1987年 lO月份为 

1．O1％，也显示出当年秋季的灭鼠效果好。达 

标 月份只有 1986年 l 1月和 1987年 1月。 达 

标后只有半年维持较低密度，因此，使年度捕获 

率以 1987年的 2．58％为最低。 接着将反复逐 

渐回升，1987年加强了灭鼠，又把密度压到接 

近标准。达标前八个月 (1986年 3月)鼠密度最 

高为 9．03％，达标后 1O个月 (1987年 9月)密 

度回升到 6．46％；再经 1987年秋季加强灭鼠， 

密度再降低，又经半年后 (1988年 3月)密度回 

升到 6．55％。说明达标后要加强巩固工作 ，才 

能维持达标水平。 

(三)臭昀捕获率 

三年半各个月臭鲍的 最 低 捕获率是 l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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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备年度■类与臭匏组成统计 

鼠类捕获率 鼠种捕获只数及其占比例(％) 
年 份 总捕获率(％) 臭 率 臭聃：鼠类 

L％) 
黄胸鼠 褐家鼠 小家鼠 

29413375 1721／3253 40 86 45 122／3203 0
． 7206 l985 8

． 7ll 5．287 23．26 50．00 26．16 3．8l0 

1986 3 1413646 18l，3516 53 64 64 133／3468 0
．
7449 8

． 612 5．148 29．28 35．36 35．36 3．835 
- 

272／3709 91／3528 27 ． 37 27 181／3618 1
．9395 1987 7

． 334 2．579 29．67 40．66 29．67 5．002 

l988 I86／2141 78／2030 17 30 3l 108／2063 1．3626 
8．688 3．842 21．8O 38．46 39．74 5．235 

， 

。有一只鼠因鼠种不明未能分类，算入计捕获率，鼠种比例数少一只。两种动物捕获率计算法见表 1注解。 

年 4月和 1986年 7月为 1．38，1．40％；最高是 

1988年 7月份为 11．22％。 臭鲍的密度低峰期 

各年度是 4、5月份，究其原因，这和那时室外庭 

院昆虫多，它多巢居在庭院的隐蔽处，少窜入室 

内取食有关。四个年度的捕获率是逐年增加的 

(3．81，3．84，5．O0，5．24％)，因经常投放毒米(谷) 

饵，鼠盗食被杀死，而臭鲍很少取食 ，加上环境 

和食源对它有利，造成鼠类密度下降，而它上 

升，总的密度没有多大改变。 

(四)曩类和臭昀的数量和组成比变化 

臭跑与鼠类的年度捕获率之比是逐年增大 

的(0．7206、0．7449、1．9395、1．3626％)。达标 

(1986年 1 1月)前的 21个月中有 16个月鼠类 

捕获率比臭跑的高；达标后的情况相反，在 20 

个月中，鼠类捕获率比臭鲍的低的 月 份 也 有 

16个月，在数量上臭鲍占51．03％， 褐家鼠占 

20．36％，小家鼠占 15．07％，黄胸鼠占 12．85％， 

这说明臭鲍已成为当地的优势种 3。 两类动物 

在数量比例上，达标前后，鼠类由 68．30％ 降至 

42．02％，臭鲍由31．70％升到 51．98％。三种鼠 

中，黄胸鼠与褐家鼠各年度所占比例是下降的， 

(上接第56页) 

， 类固醇激素及其受体在胚泡着 

床中的作用及抗生育药物的研 

后者比前者明显，小家鼠则不断上升。 

三、结 语 

1985年 2月到 1988年 7月，湛江市区室 

内鼠类和臭鲍的总捕获率没有显著性差异。“无 

鼠害”灭鼠达标后，鼠类密度有所下降，而臭跑 

的密度则逐年持续上升成为优势种。鼠类中的 

比例，大家鼠下降，小家鼠不断上升。在达标 

后，鼠类逐渐回升，提示了创建“无鼠害”城镇达 

标活动中，要有周密的计射 ，灵活的战略战术， 

采取相应措施，才能缩短达标和延长低密度的 

时间。 。 

当室内臭鲍的数量比鼠类多时，从流行病 

学观点来看，臭鲍应和鼠类同样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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