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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仓鼠比较喜欢松软的沙质土，其次为沙 

壤质土，不太喜欢较硬的轻壤质土。本文的研 

究并未发现这一规律。土质较硬的轻壤土中的 

洞口密度接近沙壤质土，比沙壤质土高。 

大仓鼠洞口密度在不同季节也不一样(见 

表 2)。随着种群数量的增 长，洞口密度也呈现 

出增 长的趋势。通过比较 当年夹捕率 的数 

据l】 J，技现洞 口平均密度曲线峰值 比夹捕率 

曲线峰值后迟近 2个月(见图 1)。这估计是田 

为幼鼠，甚至亚成体需和母鼠巢内栖居一段时 

期，然后再分居，挖掘和建造 自己的洞巢。另 

外，农事活动如秋耕播种也有一定影响。 

仓鼠栖息地选择，农作物布局及农事生产活动 

的具体特点，对大仓鼠的防治，采取了“恶化栖 

息地环境，灶地重点灭鼠”的策略，主要有以下 

措施：结合农事活动如耕地，农田基本建设，消 

灭弃耕荒地；利用大仓鼠集中时期，组织大面积 

表 2 大仓鼠洞口密度c个／ha)的季节变动 

A 林地一荒地．坟地 B 农 田 洞 13密匿为加极 

值 

同时灌溉，消灭被迫性迁移种群；经常在 

大仓鼠的“灶地”如田埂，地头，林地，荒地及坟 

地等环境中开展突击灭鼠。这些措施在控制农 

田大仓鼠的危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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