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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蒸剂可制成纸炮状，易携带和使用。 

2．4 驱避剂 驱避剂防治森林动物危 害比较 

理想 ，因为它作用时间长 ，可达半年左右。 

36％的 BGR—P粉剂正广泛用于驱避鹿类，野 

牛对树叶的啃食，对山狸也有作用 0．5‰的异 

狄氏剂 (Endrin)可以减少兽类对树种子的危 

害 

2．5 防护套 塑料防护套 (Plastic Mesh Seed- 

ling Protector)能有效防止各类动物对树苗，幼 

树的啃咬危害。一份详细调查结果表明，使用 

防护套后，树木的生产力提高了近2倍 J。 

这种塑料防护套在 自然界极易降解，没有 

环境污染之忧。通过加入某些营养元素制成化 

肥型的，一方面化肥型塑料防护套可以慢慢释 

放营养元素，有利用树苗生长；另一方面，由于 

这些营养元素影响塑料的降解速度，因而可依 

用户要求 制成不同寿命的防护套 塑料防护 

套形成一个小温室，对促进树苗生长发育也有 

很大作用。 

塑料防护套造价低廉，但由于人工费较贵， 

在使用上还有局限性，人工费大约占总防治费 

的2／3。其优点在于环境污染小，防治作用持 

久。 

3 研究新动向 

上述防治方法和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森林动物危害，但离彻底解决问题仍有一 

段距离。目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数量恢复 

和再入侵。另外，由于近年来，公众和动物权益 

(Animal Rights and Welfare)组织 对环 境污 

染，动物伤害等问题El益关注，对动物危害控制 

策略也有一定影响。因此，美 国把森林动物危 

害控制研究的主要方向确定为：发展公众易接 

受(无公害、非杀伤性)的，价格低廉的、能长期 

控制有害动物的技术和策略。具体体现在： 

3．1 天然驱避剂的研究 天然驱避剂具有污 

染小，作用时间长，不杀伤动物等优点，也比化 

学杀鼠剂，驱避剂易注册登记。 

研究人员发现 ，当地生长的几种天然植物 

如野生姜 (Wild Ginger)，毛地黄(Foxglove)对 

许多食草动物具有明显的驱避效果。若将其粗 

提物制成粉剂或水剂喷散在树苗上，可以保护 

树苗不受危害。掺人一定量的粘附剂会使驱避 

作用更长，一些研究人员还发现，食肉兽的各种 

气味如粪便对食草动物也有驱避作用，并证实 

与硫化物气味有关。据此，将腐臭的鸡蛋制成 

粉末或水状物涂抹在树苗上，可防治鹿，野牛等 

动物啃咬达 2-3月之久。 

3．2 免疫不育(Immtmo—contraception)研究 

免疫不育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高新技术， 

应用于动物危害控制研究只不过三、四年的时 

间。免疫不育的机理是：通过制备不育疫苗，激 

发动物体内产生破坏 自身生殖调控激素，或生 

殖细胞，或相关组织，达到阻断生育的目的。这 

项技术最初用于人类生殖避孕研究。由于无需 

繁多的 临床实验 等特殊要求，免疫不育用于 

动物数量控制的发展要快得多，并已成为动物 

危害控制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生长点 ’ 。 

不育疫苗具有独特优点：(1)无环境污染。 

因为疫苗是蛋白类物质，生物体内可完全降 

鹪。(2)抗原一抗体特异性强，对其它组织副作 

用极小。无杀伤作用。(3)不育具有逆性和一些 

补救措施，对人畜及其它非靶动物十分安全，也 

易被动物权益组织所接受。(4)控制时间长 

不育疫苗的室内研究已取得满意结果，对 

鹿、狐、啮齿类等多种兽类的不育效果十分明 

显。利用人工合成或基因重组生物，大批量、廉 

价生产不育疫苗已无太多困难。 

目前，免疫不育研究的重点是要解决疫苗 

传送途径问题，通常采用注射或皮下包埋的办 

法，但不适用于数量庞大的小型兽类。所以要 

将疫苗制备成可经I：1自然取食，易于散布，投放 

的诱饵。由于疫苗是蛋白质，进入消化系统后 

会被胃酸以及各种蛋白酶所破坏而无法到达免 

疫系统。所以，当前正在考虑将疫苗装入细胞 

那样 大小 的微囊 (Microsphere)或脂 质体 

(Lipsomes)之中保护起来。微囊和脂质体技 

术常用于医药部门，已相当成熟 故此，预计在 

今后的几年内，免疫不育技术将会很快用于美 

国的森林动物危害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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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虑的疫苗传送途径是利用重组病原 

体作载体，将与疫苗互补的 DNA片断在寄生 

动物体内表达，产生不育抗体。这种办法有一 

定的风险，因为非特异性病原体会对非靶动韧 

有同样危害。所以，在使用前必须确定病原体 

对要控制的动物具有专一性 有些病原体如感 

染狐和兔子的粘液瘤病毒作为载体是十分理想 

的。 

33 栖息 地治理研究 栖息地治理主要通过 

改变动物食物，居住条件来达到长期控制其危 

害。 

最近研究发现，在人工造林区种植一些鹿 

类喜食的植物可以减轻对松树树苗的啃食危 

害。山狸与地表植被覆盖度关系很大。森林砍 

伐后，放火烧掉地表植被可以减少其隐蔽和食 

物条件 对防治山狸有一定作用。也可以考虑 

使用除草剂。这种措拖还消除了杂草对树苗的 

竞争作用，有利于树苗的生长 。 

森林砍伐方式在动物危害控制上也能起一 

定作用。通常有皆伐和择伐两种方式 皆伐指 

在某范围内全部伐掉，采伐后地表植被很密，山 

狸和囊鼠数量急剧增加，人工造林很难有效。 

而且由于树种难扩散进来，森林自然更新率很 

低。择伐指有选择地伐掉一批成树，操作上费 

工费时，不如皆伐方便，但择伐后山狸和囊鼠危 

害较轻，而且森林自然更新率也高。与皆伐比， 

择伐还具有防治水土流失的优点。 

研究发现，控制区内山狸种群的恢复与再 

侵入与其地下巢室(Nest Chamber)有关。常 

规方法去除后，由于巢室仍完好无损，从周围扩 

散来的个体很快加以利用。若摧毁大部分巢室 

(如挖掘，爆破等)，可有效阻止再侵入和数量恢 

复，效果为常规方法的 2倍以上 J。但目前正 

进一步研究巢室定位和破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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