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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聚集主要是以作物的郁闭窆为转移。作为鼠 

害的有效综合防治依据之一，即田野中同一时 

段内鼠类在不同作物地间的选择的差异性，以 

及何种农时变化对鼠类栖居能产生 明 显 的 影 

响，亦均应予以了解。今就淮北农区有关这方 

面问 题探究于下。 

一

、 栖 息 地 选 择 

淮北农区基本是旱作物地。在 6月以前，几 

乎遍地都是小麦，鼠类的栖息条件较为单纯；6 

月以后，作物种类相对繁多，其条件比 6月以前 

较为丰富。自实行责任制后，一般耕地从大片 

管理变成小块经营，在夏秋时，仅甘薯和黄豆种 

植较为普遍 (两者共占总面积约 60％)可形成 

较大的连片能为我们提供调查的条件外，其它 

作物地(如棉花、烟叶、西瓜、芝麻、高梁、蔬菜 

等)皆因面积过小，且互相交错，而无法布铗。因 

而，我们对该农区鼠类在不同作物地间数量配 

置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甘薯地和黄豆地两者 

之间的比较。有的作者 (王学高等叫)提到黑线 

姬鼠喜栖较潮湿之处，为了排除此一因素的影 

响，调查是在紧相毗邻的该两作物地同时进行。 

每次每一作物地铗日数为 300个，每一作物地 

调查地块数不得少于 3块。诱饵为花生米，历 

年一致。现将两作物地历年调查的数据分别列 

入表 1和表 2。 

表 1 黄豆地中置类的擂获率(％) 

时 间 黑 线 姬 鼠 大 仓 鼠 黑 线 仓 鼠 

盔 月 只数 捕获率 只数 捕获率 只数 捕获率 

7 ll 3．67 46 l5．33 8 2．67 
J 

8 25 8．33 17 5．67 22 7．33 l'82 

9 47 l5．67 2l 7．00 8 2．67 

l0 26 8．67 28 9．33 4 1．33 

7 i I 3．67 l3 4．33 2 0．67 

8 6 2．00 3 1．00 l983 
- 

9 l 0 3．33 l 0．33 

l0 l 0．33 56 l8．67 2 0．67 

7 l 0．33 3 1．O0 

8 3 1．00 4 1．33 1984 
、 

9 2 0．67 l 0．33 l 0．33 

l0 3 1．O0 l 0．33 

7 2 0．67， 6 2．O0 6 2．00 

8 3 1．00 l 0．33 l985 

9 l 0． 

l0 2 0．67 l3 4．33 8 ． 2．67 
， 

合 计 l50 3．13 2l6 4．50 63 1．3l 

注：逐年各月份中的调查铗日数均为 300个，表 2亦同。 

从表 l、2中可以看出，黑线姬鼠、大仓鼠和 

黑线仓鼠各自捕获率在两作物地之间不同程度 

上是有别的，4年合计值表明，甘薯地中的捕获 

率依次分别为 9．35％，3．17％，0．7l％；而黄豆地 

中则分别为 3．13％，4．50％，1．31％，即黑线姬鼠 

在前一栖息地中捕获率显然高于后一栖 息地， 

其它两鼠一定程度上是后一栖息地略高于前一 

栖息地。经 t测验，黑线姬鼠在该两作物地间的 

捕获率差异显著 (1—2．781，d·，一15， 硝 一 

2．490)； 而大仓鼠和黑线仓鼠彼此在两作物地 

的差异则不显著(1值分别为 0．796，1．091)o黑 

线姬鼠在两作物地间的这种差异，是否由于诱 

饵(花生米)的诱力受大量 出现的新豆粒的影响． 

降低了黄豆地中捕获率而造成的?大家 知 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裹 2 甘薯地中llt类的捕获率(％) 

l。 

时 间 黑 线 姬 鼠 太 仓 鼠 黑 线 仓 鼠 

伍 月 只数 捕获率 只数 捕获率 只数 捕获率 

7 33 11．00 23 7．67 9 3．00 
、 

8 34 l1．33 5 1．67 6 2．00 l982 

9 35 l1．67 3 1．00 l 0．33 

l0 89 29．67 33 11．00 2 0．67 

7 36 l2．00 7 2．33 l 0．33 

8 l6 5．00 5 1．67 3 1．00 1983 

9 41 l3。67 I 0．33 
- 

10 72 24．00 29 9．67 ● I 33 

7 5 ’ 1．67 10 3．33 
● 

8 20 6．67 3 1．00 3 l，00 1984 

9 ll 3．67 2 0．67 

10 23 7．67 25 8．33 · 1 0．33 

7 3 1．00 3 1．00 l 0．33 
● 

1985 8 3 1．00 l 0．33 

9 8 2．67 l 0．33 

10 20 6．67 2 0．67 2 0．67 

合 计 449 9．35 l52 3．17 34 0．7l 

此 3种鼠均系偏嗜籽实性食物的，如果有影响 

的话，两种仓鼠在黄豆地中捕获率(与甘薯地相 

比)亦应相对减少，然而，事实上是增加了。这一 

定程度上表明此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依上分析， 

我们认为，甘薯地更适合黑线姬鼠栖居；而两种 

仓鼠对此两作物地的选择，差别不大，即两种作 

物地均可为其可适栖息地。以此推测，在该农 

区，黑线姬鼠要求栖居的环境条件，比两种仓鼠 

可能特殊些。诚然，此期间食物资源是非常丰富 

的，黑线姬鼠的这种选择显然是与该两作地本 

身的特点有关，如：两种作物地有别之处是甘薯 

属于块根类匍匐生长的作物，种植时取沟筑垅， 

垅大而土松，甘薯郁闭后，其藤叶蔓布于垅埂之 

上，因而垅闾之沟，就形成为隐蔽的通道；黄豆 

地，麦收后不翻耕，直接播种，郁闭后一般非常稠 

密，而且地面也很板实b以两者比较看，甘薯地 

或许有利于黑线姬鼠活动，更重要的是疏松的 

垅埂便于其穿洞建巢；而此两种作物地对两种 

仓鼠则均可适应。再者，两种仓鼠皆有贮粮的习 

性，就该两种作物而言，黄豆地显然对其更为得 

便。此为当地群众历年．秋后挖洞掏仓时所证实， 

即由仓鼠洞中所获的皆为黄豆。尽管两仓鼠捕 

获率在两作物地中的差异，经 t测验不显著，但 

实际上多年调查资料表明，该两种鼠在黄豆地 

数量一般比甘薯地略高，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同作物地中3种鼠间数量有无差异呢?经 

F测验，栖于甘薯地的鼠种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F值为 14．71，d·，一 ，I一 2，厶一 36，F> 

m )。继之，经最小显著差数测验 (LSD)，仅 

黑线姬鼠与大仓鼠和黑线仓鼠有显著差异，而 

两仓鼠之间则不明显。 3种鼠彼此分捕率与该 

作物地中总捕获率相关系数 ，值分别为 0．968， 

0．867，0．409(f，值分别为 14．42，6．497，1．676， 

d·，一 16— 2— 14，to．I—1．761，to．∞l一4．140)， 

只有前两者与总捕获率呈非常显著正相关，这 

说明甘薯地中总捕获率变化是受前 两 者 的 约 

制，而与黑线仓鼠关系不大。黄豆地中，3种鼠 

之间差异不显著(F 值为 2．59，F< F．．0，)，各 

自与该作物地中总捕获率的相关系数 ，值分鄹 

为 0．755，0．816，0．654(后者 r，一 3．237 oIoI一 

2．977)，均呈非常显著正相关，显而易见，该作 

物地中总捕获率变化与三者均有关系。根据如 

上分析，甘薯地中鼠类的数量配置主要由黑线 

姬鼠和大仓鼠构成；而黄豆地贝Ij是该3种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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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 节 性 的 迁 移 

在淮北农田中，除了有成片的坟地外，闲散 

荒地几乎无存。一年内的农事活动非常频繁，在 

此诸多的农事活动中，最繁忙的又为两次收割 

时期，一是 6月的夏收；一是 9、10月的秋收。而 

两次收割的时间均比较集中。夏收后，及时抢 

种豆类和部分麦茬甘薯；秋收后紧接着播种小 

麦。因而，一年中农田内鼠类的栖居条件须经 

两次剧烈的变化。为了了解这种变化对农田中 

鼠类栖居的影响，自 1 982—1 985年以来，我们 

在涡阳地区进行了观察。 

调查方法，荒地是选取两片面积较大的坟 

地作为样地 (A·B)，其坟头数分别为 61、122 

个。l982年 8一l1月，1983一l985年 3一l1月 

用堵洞查洞法逐月记录了其鼠类总有效洞口数 

的季节变化；作物地 (小麦地、甘薯地、黄豆 

地)鼠类总数量是以铗日法进行统计。图 1是 

1 982—1 985年坟地调查的结果。 

从图 1中可知，除了 3985年自始至终数量 

3 4 5 6 7 8 9 10 ll(月) 

图 l 坟地中鼠类总数量的季节变化 、 

过低曲线波动不明显外，其它 3年坟地内有效 

洞口数的季节消长基本一致。如 1 983—1 984年 

3—9月上旬，两样地各月份有效洞口数变化都 

不大，虽然 1982-年3—7月的资料缺如，但从其 

8月下旬和 9月上旬两样地的曲线变幅 小 看， 

也符合 1 983—1984年 9月上旬以前情况。到 9 

月中旬，1 982—1984年内各自两样地有效洞口 

数开始增加，10月下旬前后达最高峰，尤其是 

1982年呈直线上升。至于 4年间曲线水平之差 

异，主要是由于各年份中鼠类总数量水平不同 

所致(鼠类数量动态另有专文描述)。可以看出， 

总的趋势是各年份有效洞口数出现的高峰期正 

值秋收大忙之时。此时导致两样地内鼠类数量 

突然增高，虽然繁殖和迁移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徂就同地区作物 地 中 1982—1985年 3—10月 

鼠类繁殖状况而言，4年皆有一共同的特点，即 

在春季时有一繁殖盛期，到 7月前后于作物地 

中就形成一数量高峰(图2)D，而在上述坟地样 

地中同期内没有明显地见到因繁殖而出现的这 
一

数量高峰；再说，在夏季直到 9月前坟地鼠类 

数量少，加之此时繁殖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是 

我们 1 982—1985年逐年 3—10月剖检资料 证 

实的结果)，致使 10月中旬前后坟地数量激增， 

更不会是由于坟地本身鼠类繁殖弓I起的，主要 

是迁入的结果。由于秋收时，人们活动的干扰， 

迫使鼠类不得不从农田中转移到类似坟地这类 

栖息地中来。这种迁移尤其在高数量的 1 982年 

特别明显。然而，此种情况在夏收时期为何未 

1) 图 2是逐年该3种鼠混合捕率。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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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田野中鼠类总数量的季节变化 

曾发生?这又是与当地夏收和秋收两次农事活 

动各自的特点分不开的。夏收和秋收两次农事 

活动并非收割本身对鼠类栖居产生 特 殊 的 影 

响，而不同之处是：前者收割后地面不予翻耕， 

豆类直接下种；后者收割后普遍及时深犁整地， 

播种小麦。由此可知，仅收割地面不翻动，只是 

恶化了鼠类的隐蔽条件，没有破坏其巢室，因而 

还可继续栖居，食物也因遍布落粒和种子 (豆 

类)可以基本得到满足，故夏收时对在作物地中 

栖居的鼠类不致造成严重的威胁；然而，秋收后 

及时深翻，不但使鼠类活动的隐蔽条件消失，落 

粒下压，而且洞穴多被摧毁，因而对其是一次致 

命的袭击，迫使其四处逃遁，寻求避难之垃 除 

了当地坟地内是其去向之一外，同时路旁、渠 

边、地埂等处亦可成为其暂时 藏 身 之处。如 

1984年 1 2月 4日在两地埂及此二者之间一千 

沟范围内 (面积 320×2．2米)的调查结果是： 

有效洞口数为 28个。与坟地一样，这种情况在 

其它时期内，很难见到。 

农村自实行责任制后，当地出现了一新的 

情况，即农户柴草(主要是麦秸)顷有的烧用不 

尽，新的不断地增加，因而在场院周围及村庄附 

近柴草堆随处可见。在秋收大忙干扰时，引起 

鼠类大迁移，这柴草堆是否亦成为其寄身之所? 

为此， 1 984年 11月下旬对当地约 200个柴草 

垛进行了鼠类数量的统计，320个铗日仅 捕 获 

黑线姬 鼠 3只，捕获率为 O．94％；1 986年 1月 

中旬，对上年原柴草垛再次作了调查，200个铗 

日，捕获黑线姬鼠 4只，大仓鼠 1只，捕获率分 

别为 2．0、0．5％，两年的数量均比较低。这说明 

柴草堆不是鼠类较适栖居之场地。 

随着秋播结束，鼠类一次灾难性的时刻过 

去后，其迁移亦基本停止 (图 1)，而且到 11月 

中、下旬时，有效洞口数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12月后田野中又渐渐地露出绿油油的麦苗，尤 

其开春后，作物地很快郁闭，这为鼠类逐渐迁居 

于农田之中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了解，与鼠类有联系的出血热疾病，在当 

地每年发生于 9月份。12月为其高峰期。这与 

此时鼠类向各处迁移集中同人们频繁活动过多 

接触有关。了解鼠类秋季时期栖居最适生境，掌 

握秋收时这种迁移活动的特点，争取防治上的 

主动，为及时预防疫病，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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