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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鼠 (Cricetulus longicaudatus)、子 午 沙 鼠 

(MerJones meridianus)、棕 色 田 鼠 (Microtus 

m日nderinn )、社 鼠(RⅡttus confucianus)、鼠兔 

(Lepus COpensis)、褐家鼠(Rattus norregicus)、 

小家鼠(MusⅢusculus)。 

(2)害鼠分布 调查资料表明，农田害鼠种 

类分布，主要随地形地 貌不同而有 区域分 布。 

丘陵区：以中华鼢 鼠、达乌尔黄鼠、子午沙鼠为 

主，有少量黑线仓 鼠、花 鼠；旱垣区：达乌尔黄 鼠 

最重，局部地 区棕色田鼠、中华鼢 鼠较重，有少 

量子午沙鼠、社 鼠、岩松 鼠；山地区：中华鼢鼠为 

主，有少数达乌尔黄鼠、岩松鼠、花 鼠、大仓 鼠、 

鼠兔 、川谷区：主要发生有棕色 田鼠、长尾仓 鼠 

及少量达乌尔黄 鼠、大仓 鼠、子午沙 鼠；城 乡居 

民区：褐家鼠、小家 鼠为主，这两种 害鼠主要在 

室内危害，秋季在农 田时有发生。 

(3)鼠种结构 1995～1996年两年调 查， 

共捕获害 鼠386只，其中达乌尔黄 鼠 183只，占 

47．5％；中华鼢鼠 150只，占 39％；子午沙鼠 28 

只，占7．1％；其它鼠种 25只，占 6．4％；达乌尔 

黄鼠、中华鼢鼠分布广，数量大，危害重，是当地 

农田害鼠优势种。 

2 发生危害状况 

据在吴家峁、枝柯、苏村、张子山等 10个乡 

(镇 )1O个村监测，1995年前，农 田平均鼠密度 

为 22．5只／h 以上，在达乌尔黄鼠适生 区，平 

均 每 17．4只／h ，个 别 严 重地 块 每 20只／ 

667m 以上，田间损 失达 15％以上 ；中华鼢 鼠 

适生 医平均 每 6．8只／hm2，严重地块 每 5～8 

只／667m ，危害损失十分严重。1992年春季暖 

宗镇上垣村有一块 0．8hm 黄豆地，因达乌 尔 

黄 鼠危 害，缺苗一半 以上，造成毁种。1993年 

秋季在枝柯镇枝柯村挖的一个鼢鼠洞系，洞道 

顺着地 堰 一连 有 11个 贮粮 洞，挖 出马铃 薯 

60 。在张子山乡赵家山村 8hm 水平梯 田调 

查，发现有 l1处塌方，均是雨水从鼢鼠洞道冲 

刷所 致，据分 析，修复这 11处塌 方，需 投 资 

1250元。据统计，全县 农田害鼠发生面积 2．7 

万 hm ，占耕地 面积的 88．2％，农田存 鼠 60万 

只以上，年损失粮食 450万 k窖左右，相 当于一 

个 中上等乡镇一年的粮食产量。 

3 防治措施及效果 

为有效控制鼠害，1995年 4月 17日县委、 

县政府联 合组织召开了全县灭鼠动员大会，提 

出了“家鼠野鼠一起灭，药物器械同时上，力争 

三年基本实现无 鼠害县”，制定了(关于在全县 

开展灭鼠工作的实施方 案》，将任务层层分解落 

实到乡、村及有关单位，采取单位包乡镇，乡镇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办法，县政府与各乡镇 

签订了承包合同，列入责任制考核内容，聘请山 

西省农科院灭 鼠专家为技术顾问。规定三年灭 

鼠期间，农民每人每年交 lkg玉米，城区居民每 

个标准房间(15 )收取 0．2元，机关 、厂矿、企事 

业单位按干部职工人数每人收取 2元，用于灭 

鼠。1997年对全区发出了《关于开展农村灭鼠 

工作的紧急通知》，给中阳县下拔灭 鼠专款 1．1 

万元，县财政局配套 1．1万元，机关厂矿等筹资 

11．8万元，共计 14万元，全部用于灭鼠。在防 

治技术上重点推广了甘氟毒饵、灭鼢 鼠药、箭 

钉、烟雾炮 、鼠夹等综合措施。经过二年分区杀 

灭．一年全面扫残，取得 了明显效果。据统计， 

三年 共投 放各种 鼠药 647kg，使 用箭 钉 2150 

付，鼠夹 3800个，灭鼢 鼠管 1．23万个，烟雾炮 

4O万支，累计农 田灭 鼠面积 4．97万 hm 。经 

地、县两级联合抽样调查，有效洞口密度由防治 

前每 hm2达乌尔黄 鼠 17 4只、中华鼢 鼠 6．8 

只，分别下降到 0．55只、0．068只以下，达到了 

山西省规定的农田基本无鼠害县 的标准。又根 

据灭鼠前后 田间存鼠量抽样调查，共计约消灭 

害鼠 96．5万只以上，其中达乌 尔黄 鼠约 27．6 

万只，中华鼢鼠约 28．2万只，其它害鼠约 40．3 

万只，按国际标准每 只害 鼠一年损失粮食 9kg 

计算，共 计挽 回粮 食约 868．5万 kg，折款 约 

868．5万元 。 

致谢 在工作中得到山西省农科院马壮行先生 

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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