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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农田鸟害发生情况和防治措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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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鸟害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介绍了川东地区主要危害农作物的鸟类以及其危害特

点,提出了改进栽培方式、设置防鸟网或隔离网、人工驱鸟、声音驱鸟、闪光带驱鸟、化学驱鸟、驱鸟器和其他措施

的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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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全民环保意识增强,以及鸟类保护法普及和对猎枪等

器械的限制使用,鸟类的种群和数量随之大幅增加;另一方面鸟类的野生食源有所减少,农田鸟类为害日

益严重,鸟类啄食农作物种子、幼苗、花瓣、花蕾、果实等,造成产品品质下降或减产,严重的减产30%以

上甚至绝收,给农业生产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川东地区是四川省东部地区的简称,包括广安区、前锋区、武胜县、岳池县、邻水县,华蓥市、通川区、

达川区、宣汉县、渠县、开江县、大竹县,万源市、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南部县、阆中市、西充县、营

山县、蓬安县、仪陇县、巴州区、恩阳区、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地处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

雨量丰沛,地形以浅丘为主,森林覆盖率高,使得该地区鸟类资源丰富.根据统计,四川省鸟类有647种,

占全国鸟类的50%[1].据笔者统计,2020年四川省广安市农田鸟害发生面积达到7.54万hm2,损失粮食

522t,经济作物436t.

1 害鸟种类

川东地区常见危害农作物的鸟类有麻雀、喜鹊、乌鸦、斑鸠、灰喜鹊、白头翁、大山雀、野鸡、灰琼鸟

等;这些鸟类主要为害水稻、玉米、小麦、油菜、蔬菜、豆类、瓜类、花生、中药材等青苗的幼苗,葡萄、樱

桃、桃、梨、柑桔等果品,茄果类蔬菜、粮食作物等成熟期.其中给农业生产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的害鸟有以

下几种。

麻雀(Passermontanus):雀形目(Passeriformes),文鸟科(Ploceidae),麻雀属(Passer)[2].麻雀在全国

各地分布广泛且十分常见,主要栖息地在人居住的环境,其种群密度与居民数量呈正相关[3-4].麻雀是杂食

性鸟类,主要以谷物、果实、种子、草籽等为食[5],其中取食玉米、稻米、麦粒占植物性食物的84.45%[6];

除植物性的食物之外,麻雀还以昆虫等动物性的食物为食[7].
灰喜鹊(Cyanopicacyanus):雀形目(Passeriformes),鸦科(Corvidae)[5].灰喜鹊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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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各地的留鸟[8].灰喜鹊栖息地偏好选在开阔

的阔叶林地区,杂食性鸟类,喜半翅目和鞘翅目的昆虫,但也危害农作物.例如在油菜幼苗期,灰喜鹊等会

啄食油菜幼苗,造成油菜田缺苗断垄;在油菜抽薹期,灰喜鹊取食油菜叶片,导致油菜植物生长缓慢[9].灰喜

鹊还会危害果园,在葡萄、樱桃等成熟期取食果实.灰喜鹊一般在早晨或者傍晚成群觅食,危害农作物[9].
喜鹊(PicaPica):雀形目(Passeriformes),鸦科(Corvidae),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留鸟[5].喜鹊在四

川各市、县广泛分布,集成小群在村落附近活动,或是在高海拔的灌木林活动[10].喜鹊杂食性,主要以植物

性的食物为食,在人类活动庭院、农田、菜园、果园等地面或树冠觅食;在农作物成熟时取食种子,危害作

物;也会取食地面的昆虫,或是在春夏季时取食牛、羊等家畜背上的苍蝇等[11].
斑鸠是鸽形目(Columbiformes)鸠鸽科(Columbidae)斑鸠属(Streptopelia)鸟类的统称[5],在我国有5

种斑鸠,山斑鸠(Streptopeliaorientalis)和珠颈斑鸠(Streptopeliachinensis)最为常见,为四川各地的留

鸟[12].斑鸠常栖息于村庄附近的树林、竹林、平原的野地、农田等地,常集成小群或其他种斑鸠混群活动.
斑鸠是杂食性鸟类,主要以植物种子为食,例如稻粒、玉米、麦粒、油菜、芝麻粒、高粱粒、绿豆等;偶见取

食蝇蛆、蛞蝓等.斑鸠一般在早晨或者傍晚外出觅食[13-15].
野鸡,学名雉鸡(Phasianuscolchicus):鸡形目(Pheasant),雉科(Phasianidae),雉属(Phasianus).雉

鸡在全国各地分布广泛,多在海拔1200m以下的山区分布,栖息于低山丘陵、农田、沼泽草地、灌木

林[16].野鸡杂食性,食物随季节变化而改变:春季啄食植物的嫩芽嫩叶,或到耕地啄食刚播下的玉米或稻

谷种子[17];夏季和秋季主要以植物嫩芽、颗粒状的农作物种子(玉米、水稻、小麦等)[18]、浆果、草籽或昆

虫为食;冬季主要以植物嫩芽、嫩叶、种子为食[19].野鸡对农作物危害较大,自玉米播种入地扒食玉米种子

到玉米成熟整个过程都危害[17].
大山雀(Parusmajor):雀形目,山雀科(Paridae),山雀属(Parusspilonotus);在中国分布广泛,为各

地的留鸟[5].主要栖息于树林、灌木林、果园等.杂食性,以昆虫或者果实为食[20].

2 鸟类为害特点

鸟害主要发生在树林及水源丰富的周边地区,农田中电线也是鸟类的栖息地,周边鸟害也发生较重.
鸟类喜实作物多为无苦涩味的作物和甜度较高的果实,因此作物栽培品种对鸟类为害影响较大.鸟类为害

有时段性,为害时期多为果实着色成熟期,其次是发芽初期和开花期植物在不同时间段,各个部位都会遭

到各类害鸟的破坏.植物受鸟类的危害情况和危害部分如表1.

表1 植物不同部位受鸟类危害的情况

植物受害部位 害鸟种类

种子幼苗 灰喜鹊、野鸡、斑鸠、乌鸦

叶片 野鸡、灰喜鹊

花瓣花蕾 麻雀

谷物种子 麻雀、喜鹊、灰喜鹊、斑鸠、乌鸦

果园果品 大山雀、灰喜鹊、灰琼鸟、乌鸦、白头鹎(翁)

种子幼苗:在作物出苗到抽薹期一般为较大鸟类为害,常常啄食埋土较浅或裸露种子,将幼苗折断,

甚至连根拔起,断垄缺苗.
叶片:鸟类为害叶片,主要为抽薹期啄食叶片,造成植株叶片残缺不全,影响光合作用,整株生长缓慢

甚至全株死亡.
花瓣花蕾:多为麻雀等小型鸟类,在花蕾期啄食花蕾或花瓣,影响植株结果,例如油菜花期为害后主

序和分枝成为光杆,只有残余花柄,部分薹叶也有被鸟啄食后的伤残叶片,还有残余的鸟粪,地上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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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的花蕾和花瓣.
果园果品或谷物:果实成熟前1个月,随着甜度增加,果实被鸟啄食后,残缺不全,失去商品价值,并

易引起病虫害发生.谷物灌浆成熟期,鸟类成群啄食后如遇阴雨天气引起霉变,也易引发病害发生,以致失

去商品价值.果园一般损失在25%,有些鸟害严重的地区水果损失高达50%以上,个别水果(如樱桃)甚至

出现绝产.谷物受损后严重减产30%以上,甚至绝收.

3 鸟害防治措施

3.1 改进栽培方式

3.1.1 合理规划种植区域

选择抗鸟害品种,提倡连片种植.比如油菜选择双低油菜成片集中种植于低台土或干田等鸟少的地方,

在鸟类较多的坡台地要慎重种植.抗鸟向日葵品种已经培育成功,抗鸟品种有助于环境安全并成为解决鸟

害的长期方法[1].

3.1.2 果实套袋[21]

果实套袋是生产无公害果品的有效技术措施之一.果实幼果膨大期进行套袋,可以有效防止鸟害,还

能防止多种病虫特别是蛀果虫害为害,套袋后农药、烟尘及杂菌不易进入,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和使用次

数.通过套袋,改善了果实外观、色泽,果实表面着色均匀,果皮光洁无损伤,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商品价值,

效益比较显著.选用质量好、坚韧性强的纸袋或尼龙丝网袋,防止体型较大的灰喜鹊、乌鸦啄食.

3.1.3 果园养鹅[22]

宜选用本地鹅种,一般每667m2 放置4~6只,选购20d以上的幼鹅,宜选用母鹅,也可与鸡鸭混养.
果园养鹅对鸟类起到震慑、惊吓作用,同时鹅商品价值较高,增加收入,可啄食杂草和害虫,节省除草和防

治虫害的人工和农药费用,粪便还田,有效减少化学肥料使用.

3.1.4 及时补种

对于鸟类为害的玉米、花生等作物种子,要及时进行补种2~3次.补种时注意选择生育期较短的晚熟

品种,尽量不露籽播种.

3.1.5 防治适期

抓住不同作物播种期、幼苗期、初花期、果实成熟期发生的关键时期,进行重点防治,防治时间选择每

天鸟类成群取食时间:早晨6:00-9:00,下午16:00-19:00.

3.2 驱鸟

3.2.1 人工驱鸟

一是在鸟害发生主要时期(如油菜花蕾期初花期前后约20d时间,果实成熟前1月每天黎明和黄昏)小

面积田块,农户可通过敲盆、挥竿、放狗等驱散鸟群.此种方法费时费力;二是置物驱鸟,放置稻草人、塑

料小旗子,或在果园上空悬挂气球,可短期内防止害鸟入侵,但这种驱鸟方式长时间使用之后效果不明显.

3.2.2 声音驱鸟

使用气体炮或爆竹、发声器恐吓,模拟猛禽声音、报警声等驱赶鸟群.

3.2.3 闪光带驱鸟[23]

闪光带驱鸟技术是依据高强度聚乙烯膜镀铝反光原理制成,只有在晴天有阳光时才会具有明显的驱鸟

效果[2].目前闪光带驱鸟技术广泛应用于作物驱鸟,由于其相对其他驱鸟技术价格便宜,农户选择较多,技

术简单方便,但使用时间较长后鸟类适应以后,驱鸟效果较差.

3.2.4 化学驱鸟(毒饵诱杀)

将稻谷浸泡后用鼠药拌匀,用塑料袋包好放到太阳下晒2~3d,发生酒香味后放到田边吸引鸟类啄食.
该方法鸟类后期能够识别毒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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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置防鸟网或隔离网

架设钢丝网架,网架上及四周铺设尼龙丝专用防鸟网.增设隔离网,大棚进出口、通风口设置铁丝网或

尼龙网,阻止鸟类飞入.但防鸟网投入成本较高,在风吹日晒下易老化破损.

4 总结与讨论

麻雀是川东地区对农作物危害最严重的鸟类,麻雀种群数量大,食性广泛,且危害川东地区主要的农

作物即水稻、小麦、玉米和水果,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使用单一手段防治鸟类危害农作物效率极低,根据

农作物生长不同时期,考虑危害农作物的主要鸟类,采取多种有效的方式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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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andControlMeasuresof
BirdDamageonFarmlandofEastern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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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rddamagehasbecome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agriculturalproduction.Thispaperintro-
ducesthemainkindsofbirdsharmfultocropsineasternSichuanandtheirharmcharacteristics.Some
comprehensivecontrolmeasures,suchasimprovingcultivationmode,settingupanti-birdnetorisolation
net,manualbirdrepelling,soundbirdrepelling,flashbeltbirdrepelling,chemicalbirdrepellingandother
repellingdevicesareputforward.
Keywords:birddamageonfarmland;occurrence;preventionandcontrol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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