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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室内家鼠组成及数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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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北京市开展居室内家鼠组成及数量变动调查。结果有褐家鼠、小家鼠两种。前者

为农村优势种，后者为城镇优势种，每年有两个数量高峰，一般前峰在’!(月，后峰在$!##月。自

#$")年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以来，并未改变此规律，但使家鼠密度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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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北京市居室内家鼠组成，系统掌握

全市居室内家鼠季节消长和种群数量变动规

律，自#$"!年以来，坚持开展居室内家鼠组成

及数量变动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采用鼠夹（中型）法进行调查，诱饵为油条

或白瓜子，以区县为单位选定)个调查点，每个

点选择居民及村民住房、厨房等生境，每)!
#&.’布放一夹，夹子布放在鼠道、鼠洞附近及

家俱、床下隐蔽处，每日布放*&&夹次，逐月轮

换调查，记录捕鼠种类、数量，计算捕获率，用捕

获率测报鼠密度。

" 结果和分析

"#! 全市居室内家鼠组成及数量变动情况（表

#）

由表#和表’显示，全市居室内仅有两种，

即褐家鼠和小家鼠。#*年共捕获褐家鼠)$+"
只，小家鼠!("&只，经显著性检验，两种家鼠

总体组成比差异有显著性（!’值/’(&0(*$(!
*’0$&$&，!"&0&&#）。城区、近郊区和远郊构

成比（表’）差异也有显著性（!’值/)$0$))!
*’0$&$，!"&0&&#，!’值/*)0+!!*’0$&$，!
"&0&&#，!’/*&)0+)!*’0$&$，!"&0&&#），表

明在居室内小家鼠为城区和近郊区优势种，褐

家鼠为远郊区优势种。

表! !$%&!!$$’年居室内家鼠组成比

和密度变动情况

年份

褐 家 鼠

捕获

只数

密度

（1）

组成

（1）

小 家 鼠

捕获

只数

密度

（1）

组成

（1）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0+" )&0*) **! &0!# *$0)(
合计 )$+" !("&

居 室 内 #$"! 年 全 市 褐 家 鼠 密 度 为

’0$(1，至#$$+年 为&0+"1，下 降+*0(+1。

小家鼠#$"!年密度为’0)!1，至#$$+年为

&0!#1，下降"&0+!1，这是全市大规模连年灭

鼠的结果。表#还显示，全市全方位灭鼠前的

#$"!!#$")年居室内以褐家鼠为优势种，分别

占总体的!’0)&1!)&0*!1。#$"+年褐家鼠

与小家鼠组成比为#2#，而#$""年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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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居室内城区、近郊区、远郊区褐家鼠和小家鼠组成比

年份

城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组成

（!）

捕获

只数

组成

（!）

近 郊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组成

（!）

捕获

只数

组成

（!）

远 郊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组成

（!）

捕获

只数

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居室内均以小家鼠为优势种，分别占总体的

)"()!和%$(’%!；"##’!"##,年褐家鼠又成

为优势种，其中"##+年占总体的,’(+&!。组

成比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年大面积灭鼠

时杀灭较多的褐家鼠，而小家鼠死鼠相对较少，

但此种演替现象只是过渡性的；#"##’年以后

只是在重点部位投药，少数幸存褐家鼠便繁殖

增快，数量增多，最后占显著优势，而小家鼠反

而处于劣势。

!’! 各年度居室内家鼠季节消长情况（表&，

+）

从表&可以看出室内褐家鼠数量季节消长

各年度均不完全相同，每年有两个密度高峰，一

般前峰在*!+月，后峰在#!""月。而小家鼠

的前峰比褐家鼠提前或推迟"!*个月（表+），

后峰也是一样。两种家鼠的前峰和后峰（除

"#$,年和"##+年后峰分别在""月和#月外）

并不在同一月份。鼠的数量变动是繁殖率、死

亡率和环境变化等因素决定的。北京市居室内

家鼠的数量变动除了受到繁殖率和死亡率两个

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灭鼠效果好坏、建筑物变

迁的影响。"#$)!"#$#年每年""月底采用全

方位的灭鼠方法，居民户、饭店、饮副食店、工

厂、机关、学校等单位，每)!"’-*投放"!*
表( "#$%!"##&年北京市居室内褐家鼠各月密度变动情况

月份
鼠 密 度（!）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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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北京市居室内小家鼠各月密度变动情况

月份
鼠 密 度（!）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堆抗凝剂毒饵，每堆%(!"((-，连续投放"(!
"%天。下水道采用磷化锌蜡块毒饵。"##(年

以后，每年"(!""月中下旬，在一些重点单位

采取有鼠就灭的方针。通常这两种家鼠繁殖力

强、性成熟早、怀孕期短、产仔数多。晚秋繁殖

结束时是种群数量的高峰（#!""月），随着幼

鼠成熟参加繁殖，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到另一个

高峰［"］。全市多数年份家鼠数量消长都符合

这种规律，但有的年份密度高峰提前或推迟，个

别年份不符合这种规律，这可能是因为环境的

改变、动物迁移等因素影响了数量变动规律。

如灭鼠效果好时，预示鼠密度回升慢，高峰可能

推迟，反之，鼠密度高峰可能提前［)，*］。

’() 不同生境鼠密度变动情况（表%）

表% "#$%!"##&年北京市居室内城乡鼠密度调查结果

年份

城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密度

（!）

捕获

只数

密度

（!）

近 郊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密度

（!）

捕获

只数

密度

（!）

远 郊 区

褐家鼠 小家鼠

捕获

只数

密度

（!）

捕获

只数

密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生境是不同的。从

表%看出，居室内褐家鼠的密度，除"##"年近

郊区大于城区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远郊区大于

近郊区，近郊区大于城区。小家鼠的密度除了

"##*年，"##&年和"##’年近郊区大于城区之

外，一般也是远郊区大于近郊区，近郊区大于城

区。这是因为城区人口密度大，高层建筑物多，

对鼠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干扰大，房屋多为水泥

地面、砖墙，鼠的栖息场所相对较少的缘故。远

郊区为广大农村，大多数房屋较陈旧，室内存粮

较多，使鼠类有良好的生长繁殖环境，致使鼠密

度较高，而近郊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既有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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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接近城区，鼠密度介于中间。

! 讨 论

!"# 关于北京市居室内家鼠组成 !"年调查

结果表明，北京市居室内只有两种，即褐家鼠和

小家鼠。!"年的灭鼠工作并未改变群落的组

成。城区各年度小家鼠为优势种。远郊区除个

别年度外褐家鼠为优势种。

!"$ 种群数量季节消长与灭鼠的关系 !"年

灭鼠工作大大降低了居室内鼠密度，但并未改

变褐家鼠和小家鼠数量变动规律，除了个别年

度外，各年度种群数量有两个高峰，一般前峰在

#!$月之间，后峰在%!!!月之间。

!"! 鼠密度与环境的关系 鼠密度与环境有

很大关系，当卫生状况差，食物丰富，又有良好

的供水等条件时，鼠密度较高。当环境中有不

利于鼠的因素存在时，如断绝鼠粮、水源、地面

硬化程度高、卫生状况等较好时，鼠密度则低。

!"% 对灭鼠工作的评价 灭鼠效果好，鼠密度

明显降低，且回升较慢。若灭鼠效果差，鼠密度

降低不明显，其密度回升必然较快。尽管北京

市每年灭鼠和卫生活动使家鼠的数量下降，但

因其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近几年无论是城区、

近郊区还是远郊区，其居室内褐家鼠和小家鼠

的密度都有上升的趋势（表&），因此北京市的

灭鼠工作不能放松。要选用对优势种较敏感的

药物，同时注意毒饵基质的更换，针对不同场所

的鼠害进行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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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麻阳河地区黑叶猴的食性观察!

罗 杨
（贵州省林业厅 贵阳 &&+++!）

陈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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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对黑叶猴进行野外食性观察，结果表明：（!）对农作物的取食时间是影响其取食植

物种类多少的主要因子；（#）其取食部位季节性明显；（"）各季节取食时间长短与取食农作物时间呈负相

关；（$）各季节食物交叉性不强。

关键词：麻阳河；黑叶猴；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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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叶猴（!"#$%&’($)"*+,-($(）为灵长目猴科

动物，分布于越南和我国贵州、广西，主要生活

在石灰岩丘陵地区的峭壁、溶洞、峡谷等复杂地

形，由于分布区狭窄，生境严酷，种群数量稀少，

现已被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0123）

列为严重受危种，在我国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在黑叶猴的食性方面，至今未见报道。据

黄进同等［!］报道，黑叶猴的食物在广西以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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