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卷 第2期 植 物 医 学 2023年4月

Vol. 2 No.2 PlantHealthandMedicine Apr. 2023

DOI:10.13718/j.cnki.zwyx.2023.02.010

贵州褐家鼠种群繁殖特征变化规律

杨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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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摸清褐家鼠种群繁殖特征的变化规律对于其种群数量发生趋势预测及防治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2016-2022年鼠情系统监测捕获的195只

褐家鼠不同月份、不同季节、不同生境、不同年龄种群繁殖特征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褐家鼠不同月份之间种群繁殖特征有所不同,平均种群性比为1.07,平均怀孕率为

17.82%,平均胎仔数为7.22只,平均睾丸下降率为55.32%,平均繁殖指数为0.67.褐家鼠

在春季、夏季、冬季出现3个繁殖高峰期,不同年龄组之间怀孕率、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

均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成年Ⅰ组、成年Ⅱ组是种群的繁殖主体,稻田区和旱作区褐

家鼠种群繁殖能力明显高于住宅区,不同生境条件下其种群繁殖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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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ofgreatguidingsignificancetofindoutthevariationlawofpopulationreproduc-
tiveparametersofRattusnorvegicusforpredictionofitspopulationtrendandcontrol.Inthis
study,thereproductivecharacteristicsof195R.norvegicuscapturedinBozhoudistrictof
GuizhouProvinceduring2016—2022wereanalyzedindifferentmonths,seasons,habitatsand
ages.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productiveparametersofthepopulationweredifferentin
differentmonths.Theaveragepopulationsexratiowas1.07,theaveragepregnancyratewas
17.82%,theaveragelittersizewas7.22,theaveragetesticulardeclineratewas55.32%,and
theaveragereproductiveindexwas0.67.Therewerethreereproductivepeaksinspring,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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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andwinter.Thepregnancyrate,testiculardeclinerateandreproductiveindexofdifferent
agegroupsallincreasedwithage.AdultgroupIandadultgroupIIwerethemainreproductive
bodiesofthepopulation,andthereproductiveabilityofR.norvegicuspopulationinricefield
anddryfarmingareawasobviouslyhigherthanthatinresidentialarea.Thepopulationfecundi-
tyisdifferentindifferent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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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家鼠(Rattusnorvegicus)是全球数量最多,为害最大的鼠种,为我国主要家栖鼠类之一,

是贵州省住宅区主要鼠种,占住宅区总鼠数的52.83%,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1],也是播州区住

宅区、农田区(稻田区和旱作区)主要害鼠[2].褐家鼠属于家野两栖种类,栖息地十分广泛,多栖

息在城镇、乡村居民区和住宅附近的田野,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都是褐家鼠的喜食作物,

也是为害最重的仓储害鼠之一,在室内除盗食粮食以及各种食物外,还损毁家具、衣服等各种

器物,咬断电线引起设备故障甚至火灾.因此,褐家鼠对农作物及农户储粮及生活环境造成严

重危害,2023年农业农村部第654号公告将褐家鼠列为《一类农作物病虫名录(2023年)》.褐家

鼠种群繁殖特征在不同地区、不同年度、不同生态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差异,研究其繁殖特征的

变化规律,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当地褐家鼠种群在不同年度、月份、季节、生境的种群繁殖特征

变化规律,为开展褐家鼠种群预测预报和制订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国内对其种群繁殖特征

变化规律研究较多,如湖南[3]、江苏[4]、辽宁[5]、新疆[6]、广东[7]、福建[8]等地,贵州省先后报

道了余庆县[9-10]、三都县[11]、息烽县[12-13]、大方县[14]、瓮安县[15]、安龙县[16]褐家鼠种群动态及

繁殖特征的变化规律,而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农区褐家鼠种群繁殖特征变化规律尚无研究报

道.本研究对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2016-2022年褐家鼠种群繁殖特征的季节、年龄及生境变化

情况进行统计研究分析,目的在于掌握其变化规律,为提高褐家鼠种群预测预报准确率和制订

科学的防控方案提供可借鉴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来源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2016-2022年鼠情监测系统在住宅区、农田区(稻田

区和旱作区)捕获的褐家鼠个体,共计捕获样本195只(雌鼠101只,雄鼠94只).

1.2 试验地点

调查地点设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茅栗镇花果村小丰沟组,海拔930m,年平均气温为

14.5~15.0℃,年平均降水量1000~1100mm,位于东经107°01'46″,北纬27°26'31″.稻田区

主要种植模式为稻+油菜、稻+蔬菜,旱作区为玉米+大豆、高梁+大豆等.

1.3 调查方法

调查工具为7cm×17cm 木板鼠夹,饵料采用花生仁,晚放晨收.每月5-15日,对住宅

区、稻田区、旱作区3种生境类型地开展1次调查,每个生境地每月置夹200个,将捕获的标本

进行编号,测量其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长,称量体质量、胴体质量,解剖雌雄鼠,统计孕鼠

数、胎仔数、睾丸下降数,鉴定其年龄.繁殖参数计算公式[9-10]为:

种群性比=雌鼠数/雄鼠数;怀孕率(%)=(怀孕鼠数/雌鼠数)×100%;睾丸下降率(%)=
(睾丸下降鼠数/雄鼠数)×100%;繁殖指数=(怀孕鼠数×平均胎仔数)/雌雄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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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龄鉴定

采用体质量法鉴定褐家鼠种群年龄,各年龄组体质量划分标准[17-18]如下:幼年组(Ⅰ)体质

量≤16.0g、亚成年组(Ⅱ)体质量16.1~23.00g、成年Ⅰ组(Ⅲ)体质量23.1~29.00g、成年Ⅱ
组(Ⅳ)体质量29.1~37.00g、老年组(Ⅴ)体质量>37.00g.
1.5 数据分析

对农区(住宅区、稻田区和旱作区)3种生境类型地捕获的褐家鼠样本按月份、季节、年龄、

生境分别统计种群性比、雌鼠怀孕率、胎仔数、雄鼠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等繁殖特征,相关数

据在Excel表格中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月份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2016-2022年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农区褐家鼠平均种群性比为

1.07,平均怀孕率为17.82%;胎仔数最高12只,最低6只,平均胎仔数为7.22只;平均睾丸下

降率为55.32%,平均繁殖指数为0.67.不同月份之间种群繁殖特征有所不同,在12月至翌年

2月、4-5月、7-8月出现3个怀孕高峰期,怀孕率分别为25.00%~31.25%、20.00%~

33.33%、11.11%~40.00%;雄鼠睾丸下降率全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以8月和9月最高,均为

100.00%,3月最低,为16.67%,与怀孕率、睾丸下降率高峰期基本一致(表1).

表1 褐家鼠不同月份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月份
/月

雌鼠
数/只

孕鼠
数/只

怀孕
率/%

胎仔总
数/只

平均胎仔
数/只

雄鼠数/
只

睾丸下降
鼠数/只

睾丸下
降率/%

总鼠数/
只

性比
繁殖
指数

1 8 2 25.00 13 6.50 11 6 54.55 19 0.73 0.68
2 8 2 25.00 13 6.50 9 5 55.56 17 0.89 0.76
3 12 0 0.00 - - 6 1 16.67 18 2.00 0.00
4 10 2 20.00 14 7.00 3 1 33.33 13 3.33 1.08
5 9 3 33.33 23 7.67 13 8 61.54 22 0.69 1.05
6 2 0 0.00 - - 6 5 83.33 8 0.33 0.00
7 9 1 11.11 12 12.00 9 4 44.44 18 1.00 0.67
8 5 2 40.00 15 7.50 6 6 100.00 11 0.83 1.36
9 1 0 0.00 - - 3 3 100.00 4 0.33 0.00
10 4 0 0.00 - - 3 2 66.67 7 1.33 0.00
11 17 1 5.88 7 7.00 13 4 30.77 30 1.31 0.23
12 16 5 31.25 33 6.60 12 7 58.33 28 1.33 1.18
合计 101 18 17.82 130 7.22 94 52 55.32 195 1.07 0.67

2.2 不同季节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由表2可见,不同季节褐家鼠种群性比最高是春季,为1.41,最低是夏季,为0.76;雌鼠怀

孕率最高是冬季,为28.13%,最低是秋季,为4.55%,春季、夏季、冬季出现3个怀孕高峰期;

平均胎仔数最高是夏季,为9.00只,最低是冬季,为6.56只;雄鼠睾丸下降率最高是夏季,为

71.43%,最低是春季,为45.45%;繁殖指数最高是冬季,为0.92,最低是秋季,为0.17,春季、

夏季、冬季出现3个种群繁殖高峰期.因此,春季、夏季、冬季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褐家鼠种

群繁殖高峰期,是防治褐家鼠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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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褐家鼠不同季节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季节
雌鼠
数/只

孕鼠
数/只

怀孕
率/%

胎仔总
数/只

平均胎仔
数/只

雄鼠数/
只

睾丸下降
鼠数/只

睾丸下降
率/%

总鼠
数/只

性比/
♀/♂

繁殖
指数

春季 31 5 16.13 37 7.40 22 10 45.45 53 1.41 0.70
夏季 16 3 18.75 27 9.00 21 15 71.43 37 0.76 0.73
秋季 22 1 4.55 7 7.00 19 9 47.37 41 1.16 0.17
冬季 32 9 28.13 59 6.56 32 18 56.25 64 1.00 0.92
合计 101 18 17.82 130 7.22 94 52 55.32 195 1.07 0.67

2.3 不同年龄组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由表3可见,褐家鼠幼年组无怀孕鼠和睾丸下降鼠,亚成年组出现部分怀孕鼠和睾丸下降

鼠,怀孕率和睾丸下降鼠率分别为18.18%,72.50%;成年Ⅰ组、成年Ⅱ组怀孕率和睾丸下降鼠

率不断增加,怀孕率达23.81%~55.56%,睾丸下降率均达100%,繁殖指数以成年Ⅱ组最高,

为3.14,亚成年组最低,为0.63.由此可见,不同年龄组之间怀孕率、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均

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成年Ⅰ组、成年Ⅱ组是种群的繁殖主体.

表3 褐家鼠不同年龄组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年龄
组

雌鼠
数/只

孕鼠
数/只

怀孕
率/%

胎仔总
数/只

平均胎仔
数/只

雄鼠数/
只

睾丸下降
鼠数/只

睾丸下降
率/%

总鼠
数/只

性比
(♀/♂)

繁殖
指数

Ⅰ 27 0 0.00 - - 31 0 0.00 58 0.87 0.00

Ⅱ 44 8 18.18 53 6.63 40 29 72.50 84 1.10 0.63

Ⅲ 21 5 23.81 33 6.60 17 17 100.00 38 1.24 0.87

Ⅳ 9 5 55.56 44 8.80 5 5 100.00 14 1.80 3.14

Ⅴ - - - - - 1 1 100.00 1 0.00 0.00
合计 101 18 17.82 130 7.22 94 52 55.32 195 1.07 0.67

2.4 不同生境种群繁殖参数变化

从表4可见,农田区(稻田区和旱作区)褐家鼠平均怀孕率为23.26%、平均睾丸下降率为

65.71%、平均繁殖指数为0.96,均高于住宅区的怀孕率、睾丸下降率和繁殖指数.由此可见,

稻田区和旱作区褐家鼠种群繁殖能力明显高于住宅区,说明不同生境其种群繁殖力不同.

表4 褐家鼠不同生境种群繁殖特征变化

生境
雌鼠
数/只

孕鼠
数/只

怀孕
率/%

胎仔总
数/只

平均胎仔
数/只

雄鼠数/
只

睾丸下降
鼠数/只

睾丸下降
率/%

总鼠
数/只

性比
(♀/♂)

繁殖
指数

住宅区 58 8 13.79 55 6.88 59 29 49.15 117 0.98 0.47
稻田区 16 4 25.00 30 7.50 17 9 52.94 33 0.94 0.91
旱作区 27 6 22.22 45 7.50 18 14 77.78 45 1.50 1.00
合计 101 18 17.82 130 7.22 94 52 55.32 195 1.07 0.67

农田区 43 10 23.26 75 7.50 35 23 65.71 78 1.23 0.96

3 小结与讨论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2016-2022年农区褐家鼠平均怀孕率为17.82%,与贵州省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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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家鼠相比,均低于余庆县(20.40%)[10]、三都县(19.45%)[11]、大方县(22.59%)[14]、安龙县

(26.73%)[16]、息烽县(27.94%)[12]、瓮安县(36.55%)[15];平均胎仔数为7.22只,低于余庆县

(7.33只)[10],与大方县(7.22只)[14]相同,高于瓮安县(5.92只)[15]、三都县(6.38只)[11]、息烽

县(6.41只)[12]、安龙县(6.44只)[16].说明贵州省不同地区褐家鼠种群繁殖力有一定差异.
褐家鼠不同月份之间种群繁殖参数有所不同,在12月至翌年2月、4-5月、7-8月出现3

个怀孕高峰期,雄鼠睾丸下降率全年保持在较高水平,睾丸下降高峰期与怀孕高峰期基本一致.
这与贵州省余庆县[9-10]、三都县[11]、息烽县[12]、大方县[14]、瓮安县[15]、安龙县[16]褐家鼠研究报

道结果基本一致.春季、夏季、冬季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农区褐家鼠种群繁殖高峰期,是开

展农区褐家鼠防控的关键时期.
褐家鼠不同年龄组怀孕率、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均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成年Ⅰ组、

成年Ⅱ组是种群的繁殖主体.由于老年组样本数量少,其繁殖特征变化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稻田区和旱作区褐家鼠种群性比、怀孕率、平均胎仔数、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明显高于住宅

区,说明不同生境条件下其种群繁殖力不同.因此,摸清其种群繁殖特征变化规律,对于搞好

褐家鼠预测预报及科学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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