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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鼠类并非完全有害,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物流与能流的一环, 有其存

在的必然性。只有在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发生冲突时, 鼠类才表现出其危害性。生态系统的失衡是鼠类暴发成

灾最根本的原因。目前 , 害鼠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危害, 并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害鼠防治的异化则对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对鼠害的治理是一项社会性的工程, 当地政府的政策法令、组织管理、人们的科学

文化素质以及科技普及程度, 对害鼠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从长远发展来讲,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害鼠种群数量将会受到控制而趋于下降。但中短期而言, 社会经济建设的某些活动可能

引发局部或大面积害鼠种群的暴发。因此在实施那些措施时, 若能注意害鼠种群的发生发展, 或对有关项目可

能对鼠类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行预测, 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害鼠种群, 将会减少害鼠带来的各种损失, 更有利于

我们的经济建设。由此提出, 可适时地采用 / 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0 的思维, 并关注目前社会经济

活动中重大举措对鼠类群落的影响, 科学地制定鼠害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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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onsidered that some species of rodents are pests especially when their population outbreak. In many cases, the

outbreaks of rodent populations were due to the disturbance of ecosystem, especially in agro- ecosystem. Since rodent pests cause

damages on crops and hazard to health of people,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rol their populations. In fact, rodents in-

cluding those pest spe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system. They become pests only when the ecosystem balance has been bro-

ken down and their density became high. Therefore, the efforts to control the rodent pests could impac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

system. The management of rodent pests is a social process. Government policy and knowledge of people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This social engineering not only needs many measures by ecolog ical principles, but also the strong support by the govern-

ment and society. It is related to policy, guid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nd cultural level,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nd popular science, and others such as religious values or beliefs in some areas. In the long-term, as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 the population of rodent pests will keep deceasing in China. However, the present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may caus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rodent pests high in some ar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in forecasting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our economic activities on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s of

rodents and the population dynamic of rodent pests, and their community dur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Proper strategies for ro-

dent control sh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ical, and ecosystem.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s

of current major moves in socia-l economic activities on rodent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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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复合系统中,

办理各种事情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实际所

处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自然生态条件的

制约。所以, 在解决各类社会性问题, 在做出决策

的过程中, 就应当以 /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0 的观念加以综合考虑, 以期在经济生态学原

则的指导下, 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

态目标, 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 风险最小, 存活

机会最大。这是一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相结合的决策过程
[ 1]
。今就鼠害防治工作而言,

为了控制鼠类的危害, 我们不能只关心害鼠种群本

身, 应还要考察害鼠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不论是

城市, 还是在农村, 都有鼠类的存在。为了促进经

济的发展, 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无论是否意

识到, 都会改变其周围环境, 从而也改变了周围鼠

类的生存条件, 对害鼠种群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

是说, 人类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会影响到害鼠种群

的发生发展。由此, 应用 /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0 的思维来分析鼠害控制与社会活动、经
济建设的关系, 可为我们控制鼠害提供一条有益的

途径。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作一阐述。

1  鼠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111  鼠类在生态系统中并非完全有害

从生态学的观点考察, 没有绝对有害的动物。

通常除了人的住宅和飞机、轮船、车辆等交通工具

及某些特殊场合不容许有鼠存在外, 在广大的农

田、森林、草原等景观范围内并不要求完全无鼠。

鼠类只有在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发生冲突时,

才表现出其危害性, 也就是说, 在正常情况下,

/害鼠0 也不是绝对有害的。鼠的益害是相对的,

是相对于人类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言的, 而它们在

各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或功能则是复杂的
[ 2~ 4]
。

鼠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初级消费者, 是目前世

界上种类与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 为次级消费者提

供大量的食源。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

成分, 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 通过食物链 ) 食物网及其间接作用, 几

乎和生态系统中的各物种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

它们在维持正常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上是不可缺

少的
[ 2~ 4]
。鼠类一般处在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中间环

节。它们以植食性为主, 多以植物的根、茎、叶及

种子为食, 其取食活动会对植物的生产力产生极其

重要的影响。许多情况下, 其影响并非完全是不利

的。有报道认为, 某些情况下适度的啃食不仅不减

少植物的生产力, 反而会提高其生产力
[ 2]
。草原上

的一些鼠类可通过取食非禾本草本植物及其种子,

减少其生物量而提高牧草的产量
[ 5, 6]
。同时, 在生

态系统中, 鼠类又是一些动物, 如哺乳、鸟、爬

行、两栖等一些种类的食物资源。研究表明, 鼠类

是许多种类动物如 和鼬类等专一性天敌的主要捕

食对象, 它们的数量变动和鼠类密切相关; 还有许

多天敌如鹰、狐、蛇等的食物组成中, 鼠类也占有

较大的比例
[ 7~ 11]

。这些都可说明, 鼠类的存在对维

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的意

义
[ 2~ 4]
。在洞庭湖区的东方田鼠 ( Microtus fortis ) ,

因栖息地的转移而出现益害转化。该鼠冬春季栖息

在湖滩苔草沼泽中, 是害鼠天敌鹰、蛇等的食物资

源, 有利天敌的繁衍; 只有在汛期被迫迁移进入农

田, 才造成危害。另方面, 该湖区种群还具有很强

的抗日本血吸虫 ( Schistosoma japonicum) 感染的天

然特性, 存在宝贵的医学利用价值。所以, 这种鼠

的 /益0 /害0 身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防治措施

只宜以 /阻止侵入农田0 为目的 [ 12, 13]
。

鼠类的活动与食植作用经常会对植被演替起到

一定的作用, 有时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草原

上的鼠类对畜牧业生产有一定的短期影响, 但它们

通过取食非禾本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种子及其幼

苗, 可阻碍这些植物对草场的入侵与扩展, 防止草

场植被向其它植被演替, 一定程度上说, 有益于草

场的持续性发展
[ 5, 6]
。在火山爆发区, 囊鼠 ( Tho-

momys talpoides ) 的挖掘作用对植被的恢复非常有

利
[ 14]
。许多林区的鼠类, 在森林中起着传播植物

种子和促进种子萌发的功能, 对植被的更新和演替

有着重要的作用
[ 2, 15~ 26]

。东北红松林区内的鼠类对

红松果实的取食与埋藏, 对红松林的天然更新和种

子的传播极为有利
[18]
。地表生活的小型鼠类, 在

吃一些树苗或啃食幼树的同时, 也吃一些草木植物

和灌木, 给树苗改善了生长条件。鼠穴及其洞道,

可损伤一些树木的幼根, 但又可疏松土壤, 改善通

气条件, 有利于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也是生态平衡

条件的一部分
[ 3]
。

高原鼢鼠 ( Myospalax baileyi ) 作为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消费者亚系统的组成部分, 对草地营养物质

的释放作用是有益的。高寒草甸气温低, 土壤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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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动受到限制, 故土壤有机质丰富, 养分的总量

高, 但有效成分低, 周转慢。高原鼢鼠拱出的土

丘, 使其分解作用较快, 土壤中的有效成分大为提

高, 土丘虽破坏植被, 但对维持生态平衡也有一定

好处
[ 27]
。而且, 鼠类本身由于代谢快, 周转率高,

在养分循环中也必然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 鼠类的益害关系是随各种条件 (如时

间、地点、鼠密度等) 而定的。这在制定防治对策

前是有必要了解的。

112  鼠类成灾的原因

鼠类成灾的直接原因是害鼠种群密度的过渡增

长。影响种群的因素多种多样, 如食物、栖息地或

空间、气候 (温度、降水、积雪等)、天敌、疾病、

竞争以及人类的活动等等
[ 28]
。害鼠密度在这些因

素的作用下, 呈现一定的季节与年间波动。不同环

境条件下, 各种因素对害鼠种群或群落的作用不

同。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害鼠种群的波动受人类活

动的干扰较少, 主要是一些天然因素在起作用; 而

在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各类复合生态系统

中, 人类活动的干扰对害鼠群落的演替过程及鼠密

度的波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常常引起害鼠种群的暴

发, 形成危害。在这些生态系统中, 鼠类暴发成灾

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态系统的失衡。本来, 系统在自

然状态下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 鼠类作为该系统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物流与能流的一环, 无益害之

分; 而当系统的自然状态受到人为干预破坏, 导致

平衡失调, 群落的多样性下降, 才会造成某一种或

某些害鼠种群或群落数量急剧上升, 形成危害。

人类居住的地方及其周围环境, 相对于自然生

态系统是改变最大的, 形成了只适于褐家鼠 ( Rat-

tus norvegicus)、黄胸鼠 ( Rattus f lavipectus )、小家鼠

(Mus musculus ) 等鼠种生存的生态环境, 即人类在

为自己创造居住环境时, 也改变了鼠类的生存条

件, 特别是在城市生态系统内, 野鼠生存条件几乎

消失而只有少量家鼠可能生存。在农村不发达地

区, 农户房屋及其周围环境有些尚处于 /家野边缘

状态0, 生态失衡尤为突出, 栖息的害鼠数量有时

多得惊人, 可达数十甚至上百只, 在云南思茅地区

的一农户家, 1993年大面积灭鼠后, 竟捡到近 200

只死鼠。

农田是一个人工干预很大的生态系统, 农田内

主要种植各种作物。由于植被的多样性降低, 及人

类农事活动的干扰, 在各类型区域形成了以不同的

少数鼠种为主的群落格局。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促

进害鼠种群或群落的大暴发, 形成严重的危害。如

在长江流域的农田内, 一般以黑线姬鼠 ( Apodemus

agrarius) 和褐家鼠为主要优势种, 并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据我们在 /九五0 期间的调查, 江南很多

地区鼠的夹日捕获率在 10%以上, 最高的地方可

超过50%
[ 29]
。

其他生态系统, 如草原生态系统, 在不放牧的

条件下, 可保持生态平衡; 放牧使草场退化, 会形

成严重的鼠害。森林生态系统也可能因森林的不合

理砍伐, 使树栖鼠类减少或消失, 地面鼠类因树下

草本植物生长茂盛而有所增多, 在造林时发生鼠

害。

113  化学灭鼠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防治鼠害是保障工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的必要

措施, 是保证经济建设正常的手段之一。但若采取

不科学的灭鼠方法, 特别是采用烈性剧毒违禁药品

灭鼠, 不仅使鼠害得不到控制, 反而对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 给害鼠提供更有利的生存条件, 使害鼠种

群快速恢复, 甚至超过原来的密度水平。

国家已明令禁用或限制使用的一些剧毒杀鼠剂被人

们继续滥用, 已经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 一方面,

这些急性灭鼠剂的广谱性和剧毒会同时杀灭害鼠天

敌及其它非靶标动物, 并造成二、三次中毒, 破坏

了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 急性灭鼠剂不适合害鼠的

行为生态学习性, 决定其灭鼠率相对不高, 而天敌

被杀灭后, 其种群的恢复极慢或者不能恢复, 导致

了害鼠越灭越多的恶性循环。此外, 这些剧毒药在

民间任意销售还会成为社会的一个不安全因素, 近

几年各地城乡发生的一些中毒、投毒事故, 多是剧

毒剂毒鼠强所致。

2  害鼠防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211  害鼠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21111  害鼠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危害

害鼠可对农、牧、林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报告, 全世界的农业

因鼠害造成的损失, 占全部作物总产量的 10% ~

20%, 特别是在非洲、中东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鼠害造成的损失常常超过植物病虫草害的损失
[ 30]
。

赵桂芝
[ 31]
报道: 我国上世纪 80年代的鼠害大发

生, 每年发生面积一般超过 2 @ 10
7
hm

2
, 1987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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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鼠害发生面积高达319 @ 10
7
hm

2
, 损失粮食115

@ 10
7
t, 其发生面积之大, 损失之重, 均超过历来

被认为我国植保上危害最重的蝗、螟、粘虫、小麦

条锈病的总和, 若加上牧业、林业鼠害, 其损失更

为惊人。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鼠害再次大暴发,

1993~ 1995年, 全国鼠害发生面积 212~ 215 @ 10
7

hm
2
, 比 1990年增加 40%~ 50% , 防治鼠害后每年

造成的田间粮食损失仍高达 5~ 7 @ 10
6
t, 棉花 50

多万担, 甘蔗超过 2 @ 10
5
t。此外, 蔬菜、瓜果等

经济作物的受害也相当严重, 1997 年鼠害发生面

积扩展到 3 @ 10
7
hm

2[ 30]
。湖南省 1993年发生农田鼠

害超过 2 @ 10
6
hm

2
, 1994年邵阳县 1个村就有 130

头猪被鼠伤害
[ 13]

; 1994~ 1997年, 江西早稻鼠害

发生面积 1 @ 10
6
hm

2
、晚稻 513 @ 10

5
hm

2
, 受害重的

稻田减产 30% ~ 50%; 四川、重庆等省市的部分

地区小麦、玉米和水稻减产 30% ~ 50%, 有的毁

种3~ 4次。据估计, 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全国

每年因鼠害造成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经济损失达

100亿元
[30]
。

害鼠在牧区草原大量取食牧草, 破坏草原, 有

的种类日食量很大。全国每年草场受害面积约 2 @

10
7
hm

2
, 牧草损失数千万吨。据樊乃昌等

[ 32]
1998

年测算, 青藏高原草地就有鼠兔 6亿只, 鼢鼠 1亿

只, 每年消耗鲜草 115 @ 10
10

kg, 相当于1 000万只

羊的年食量。害鼠不仅消耗大量的牧草, 更为严重

的是因对草原进行挖掘、啃食和践踏, 破坏植被、

土壤和地表, 造成水土流失, 泥土覆盖, 毁坏了草

地生态环境, 使优质牧场沦为寸草不生的 /黑土

滩0, 从而失去放牧价值。
鼠类对工业、交通、建筑、设备等方面的损失

也不可小视。害鼠可咬坏电线、通讯线路等, 有时

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如 1980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

总厂因老鼠进入高压开关室副母线闸刀仓造成短

路, 水、电、汽突然中断, 生产瘫痪, 几分钟就造

成损失1 700万元。1982年湖南洞庭氮肥厂, 因害

鼠造成线路短路, 损失达百万元以上。在火车、船

舶和飞机上隐藏的老鼠, 有时可造成重大事故, 北

京的地铁曾经发生鼠咬断电路事故多次
[33]
。

21112  鼠类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鼠源性疾病均为传染病, 都是通过不断地流行

而得以在自然界长期保持。在我国已查明有近 80

种啮齿动物与人类传染性疾病有关。上世纪 50 年

代以来, 我国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人数迅速增加,

至 80年代达到 6916万人, 钩端螺旋体病的发病人

数每年以万计甚至 10万计
[ 34]
。地处长江中下游的

湖南省是许多鼠传疾病的自然疫区, 特别是经常发

生的洪涝灾害能促使鼠传疾病的流行。如宁乡县

1994年流行性出血热共发病 1 323例, 发病率为

101141P10万, 死亡 69人
[35]
。洞庭湖区的东方田鼠

也是钩端螺旋体的保菌宿主, 带菌率高达 40%左

右, 南县在 1973 年前无钩端螺旋体病发生, 1973

年 4~ 5月份东方田鼠大发生, 当年即出现钩体病;

金盆农场 1979 年钩端螺旋体病 527 人, 住院 214

人, 共损失 7 905个工作日, 其中一分场一队 /双
抢0 时壮劳力全部病倒, 以致无人割稻; 洪水季节

常常有该病的暴发流行, 如 1986年汛期, 湘阴县

柳潭乡突发钩端螺旋体病 200多人
[ 13]
。

212  经济建设活动对鼠类种群的影响

鼠类与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是在进化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 它的形态、生理和生态特征都适应其栖

息环境。因此, 它对于栖息环境的改变是很敏感

的。为促进经济发展, 人类进行的各种活动会对周

围环境中的害鼠种群产生相当影响。如人们在进行

房屋改造、城市化的过程、原始森林的砍伐、开山

(荒) 造田、人向围垦区迁居、政策性的大移民行

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 都会

导致害鼠群落结构的变化和演替
[ 12, 13, 36-43]

。

21211  经济建设的各种活动对害鼠种群的中短期
影响

人类经济活动对鼠类群落的作用, 就中短期而

言, 既可导致害鼠种群数量下降, 也有可能引发鼠

害种群大暴发, 在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就

有不少引发害鼠种群大暴发的事例。

在长江中下游, 重大水利工程就对害鼠种群的

发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洞庭湖区 20世纪 50~

60年代的围湖造田和围湖灭螺, 加上长江及四水

上游森林过度砍伐, 加快了泥沙淤积的速度, 以沼

泽为最适栖息地的东方田鼠种群数量因而急增, 使

在过去几乎不对农业造成危害的东方田鼠在上世纪

70~ 80年代成为洞庭湖区的重大农业害鼠。最大

的危害发生在汛期迁移时, 对滨湖农田各种作物成

片洗劫, 造成大面积绝收
[ 12, 13]

。对洞庭湖周围的林

木也造成较大危害, 80 年代君山公园与茶场植树

8 000棵, 受害率达 50%
[ 12]
。而 90年代在东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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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畔建造防浪墙, 阻断了该鼠的迁移通路, 则有

效地抑制了该鼠在该地的发展。从正反两面反映了

人类大型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和动物种群的作

用
[ 12]
。目前实施的长江三峡工程, 也必将对长江

中下游地区害鼠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
[ 44-46]
。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年

产承包责任制, 造成粮食丰产及种植的多样化, 改

善了鼠类营养条件却疏于防治, 引发了全国性的鼠

害暴发
[ 47]

; 90年代养殖业的发展使得先前因住房

结构改善而趋于衰落的褐家鼠和黄胸鼠种群又重新

兴起。同时作物品种的替换也可改变害鼠的数量变

化, 如推广无酚棉地区鼠的为害程度比老品种有酚

棉区要加重许多。褐家鼠与黑线姬鼠对水稻品种也

存在嗜好性差异, 优质米品种受害重于其它品

种
[ 29]
。

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常带来害鼠分布区的扩展。

在我国最典型的例子是随着入疆铁路线的伸展, 褐

家鼠进入新疆并在铁路沿线形成种群, 逐渐在绿洲

中扩展
[ 48, 49]

。华南区的优势种黄胸鼠和黄毛鼠, 正

加速向北扩展, 除气候方面的原因外, 交通运输的

迅速发展也起着催化剂作用
[ 29,50]

。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一些大的经济活动在中短期

内有可能引起害鼠种群的大暴发和害鼠群落格局的

变化, 这是值得认真关注的。

21212  经济建设的各种活动对害鼠种群的长期影

响

发达国家的害鼠密度较低, 我国发达地区的害

鼠密度也较不发达地区低。由此看来, 与人类社会

密切相关的害鼠群落总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可以控制

的, 即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害鼠种群密度将随之

下降。具体的原因应该包括两方面: 首先, 随着经

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 人们防治鼠害的意识会增

强, 灭鼠的物质条件也会更好, 采用的手段更科

学。一旦某经济建设活动在短时间内形成害鼠种群

的大暴发, 肯定会促使人们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

害鼠, 降低其种群数量。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害鼠的忍受程度也在降低。

如我们在农村灭鼠时, 经常见到每户农房及周围可

拾到几十只死鼠, 越是脏乱差的农家, 鼠数量就越

多; 而在城市家庭的住房内, 若有 1只老鼠就会引

起房主的注意和不安, 立即想法除掉。同样, 发达

地区的农村, 如上海青浦县农房、农田的鼠密度都

明显低于同期内地
[ 29]
。

同时, 随着经济向前发展, 人们生活环境的不

断改善, 喜爱脏乱差场所的鼠类的生存条件也会被

削减, 其种群的发展也就受到抑制。最明显的是我

国农村农民一旦富裕了, 就会着手改造住房和居住

环境, 砖混结构农房增加了, 房屋地面硬化 (水泥

地面) , 房屋周围环境卫生也改善了, 这些居民点

的害鼠种群密度也就显著降低了
[51]
。在发达地区

害鼠的低密度, 也与其相对较好的环境卫生水平不

利害鼠的生存有关。

因此可以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文化和物

质生活丰富, 环境改善, 防鼠意识和灭鼠手段增

强, 害人的鼠种群数量必将被控制, 鼠害最终可被

根除。但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农

村, 害鼠密度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防治鼠害的任

务还很艰巨。

3  鼠害治理是一项社会性工程

害鼠无孔不入, 遍及每个角落, 对各行各业都

有危害。害鼠分布和危害的普遍性决定了害鼠治理

工作是一项牵涉到全社会的工程。当地政府的政策

法令、组织管理、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科技普

及程度对害鼠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外, 有

关学者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因素综合考虑, 结

合当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提出了防治鼠害的

/ social engineering activity0, 并在实际控制鼠害中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
[ 52]
。

311 防治鼠害需要全社会的动员、当地政府的组

织及领导的重视

控制鼠害, 不只是消灭一些鼠类的个体, 而是

要控制害鼠的种群和群落。因此, 单家独户或小范

围内的灭鼠活动,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大

面积地进行鼠害治理和防治工作, 其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依托于当地政府的组织管理和政策法令, 当然

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努力配合。国内外的鼠害治理

专家公认, 大面积鼠害治理工作的成败, 70% ~

80%取决于组织管理的质量优劣
[ 53]
。

312 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有利于科学的鼠

害治理措施的推广与实施; 同时, 科技成果的推广

过程, 也是科学普及知识推广的过程, 有利于群众

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接受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 人们的科学文化素

质对害鼠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 我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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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群众由于受习惯性传统思维影响, 或本身文

化素质不高, 仍然采用不科学的灭鼠方法灭鼠, 偏

爱对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污染的氟乙酰胺、毒鼠强

等广谱烈性灭鼠药, 没有综合治理和生态控制的观

念。通过增加科普宣传力度和途径, 使群众树立生

态观念和环保意识, 将有利于科学的鼠害治理措施

的推广和实施。如辛正等
[ 54]
从文化防治鼠害的角

度出发, 让群众了解鼠的习性及危害, 教育群众自

己动手改变环境, 改变不良卫生习惯, 用 / 防0

/治0 结合的方式, 防范和控制鼠害, 达到了长期

控制鼠害的目的, 效果明显好于单纯用化学方法控

制鼠害的地区。

科技成果推广是科学普及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

科技成果 /全栖息地毒鼠法0 和 /复方灭鼠剂0 在

推广过程中伴随的科学普及宣传作用, 使群众接受

科学灭鼠技术, 了解了高效低毒的抗凝血灭鼠剂,

增强群众的生态和环保意识。我们进行推广过的地

区领导与群众, 从中切身体会到科学灭鼠技术的威

力和慢性灭鼠剂的优点后, 就会在日常与害鼠斗争

的过程中采取科学的方法, 形成一种有利于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

4  基于 /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0 观念
的鼠害防治策略

  目前, 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有利于

害鼠的生存和发展, 在许多地区农田和村庄, 害鼠

维持着较高的密度。在一定地区和时间内, 必须采

取措施将害鼠密度降低到一定的水平, 控制其危

害。这方面国内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 通过 / 七

五0 至 /九五0 国家科技攻关, 已提出一系列综合

治理对策和生态措施, 并进行了理论总结归纳, 形

成多本专著
[ 55, 56]

。同时国际上在不育技术控制鼠害

上已有重大进展, 甾体类性激素衍生物与非甾体类

化学不育剂在国外已形成产品, 不育疫苗的研究也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57~ 59]

。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也

进行了一些工作
[ 60~ 63]

, 有部分产品已在部分地区

野外试验使用。另外, 利用微生物毒素、忌避剂、

植物性灭鼠剂等控制害鼠的研究与应用也有了一些

进展。若能及时采用这些最新的科技手段控制害

鼠, 将会对环境保护与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益处。

但不论采取何种措施, 都应以 /社会 ) 经济 ) 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0 的观念看待鼠类群落或种群及其成

灾的原因, 采取的控制对策也应与之相适应。

411 认识鼠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科学地控制

鼠害

以生态学的观点看, 鼠类的存在对生态系统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因此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

消灭老鼠, 鼠害防治应该因时、因地进行。如洞庭

湖区的东方田鼠, 当它们生活在洲滩时, 可成为其

天敌的食物资源, 就没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灭鼠。

在汛期迁移过程中, 只要采取 /阻断迁移通路0 的
方法控制其不进入农田, 就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危

害。所以当地采用 / 设障埋缸法0 和利用 /防浪

墙0 等物理防治措施, 比化学灭鼠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都好得多
[ 12,13]

。

一般人们对于自己想消灭的有害动物所采取的

防治措施, 通常是在其种群数量较高时, 直接改变

动物种群的数量。但此时该动物已造成部分的危

害, 而且防治需花费更多的 (包括物质的和生态

的) 成本。因此最好的防治策略是防患于未然, 也

就是说, 生态控制对策应该在将来的鼠类种群的调

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12  社会经济建设中应注意害鼠种群的发展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改变常常引起害鼠

群落的演替, 有时会为某些种群的暴发创造条件,

因此有必要预测和监测某些重大经济活动对害鼠种

群产生的影响, 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害鼠种群的暴

发。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 无疑是社会

经济建设中的一项巨大举措, 必定对我国西部的生

态环境带来重大的影响。其中, 可能有部分项目会

对害鼠种群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 避免过

去某些生产建设项目出现的失误。通过栖息环境的

变化, 既有可能引发鼠类种群数量的增加, 也可制

约鼠类种群的增长, 因此, 有关项目实施前对其生

态环境影响的评估中, 若能适时地对生态环境的改

变将对鼠类种群产生的影响做出估计, 将有益于我

们提前采取措施, 预防害鼠种群的大暴发。当然,

我们并不能因某项经济建设活动会带来害鼠种群的

暴发而停止, 而是应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采取措

施, 避免害鼠种群的暴发。

目前实施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的湖区及退耕还

林的山区, 在人类活动退出或干预大大减少后, 生

态系统的演替是值得注意的。如对长江流域东方田

鼠的影响, 应密切关注, 因为退田还湖工程无疑扩

大了枯水季节湖区洲滩 (东方田鼠冬季的栖息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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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基地) 的面积, 只要其上的植物适合其生存, 将

有可能引发东方田鼠的又一次大暴发。三峡大坝建

成蓄水后, 洞庭湖洲滩的面积和出露天数都将增

加, 也将会有利东方田鼠种群的生存和繁殖, 若任

其迁入农田, 其迁入数量将增加, 对农业的危害有

可能加重
[ 44~ 46]

。

413  不可忽视鼠害控制中社会性因素的作用

一定意义上讲, 鼠害控制确实是一项社会性的

工程, 特别是目前我国农村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普

遍较低, 许多群众的生态和环境意识较淡薄, 更应

该注重这方面的工作。这一点从一些群众偏爱 /三

步倒0 (氟乙酰胺) 之类易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

境的急性剧毒灭鼠剂, 而不接受慢性灭鼠剂, 就可

见一斑。因此, 急需对这些群众进行生态意识和环

保观念的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有必要增

加科普宣传力度和途径, 使群众树立生态观念和环

保意识; 重视科技成果推广, 使群众了解和使用最

新的科学方法控制鼠害。

5  结语

通过 /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0 分析
认为, 鼠类作为一个生物群落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

中, 并非都是有害的, 它是生态系统中能流与物质

循环的一个环节, 在一些地区它的存在对生态系统

是有益的。只有在人类的一些社会活动与经济建设

过程中, 自然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 失去平衡,

造成害鼠种群或群落的大暴发; 只有在和人类的生

活与生产发生冲突的条件下, 才表现出其危害性。

对鼠害的治理是一项社会性的过程, 需要全社会的

动员、当地政府的组织及领导的重视。当地政府的

政策法令、组织管理、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以

及科技普及程度对害鼠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长

远发展来讲,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害鼠种群数量将受控制而维持下

降的趋势。但中短期而言, 社会经济建设的某些活

动可能引发害鼠种群的大暴发。因此, 在我国现在

害鼠密度较高的情况下, 实施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

中, 应该注意害鼠种群的发生发展, 避免害鼠种群

的大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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