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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围栏对马铃薯田甘肃鼢鼠的防治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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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肃鼢鼠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地下害鼠,无冬眠和夏眠现象,食性

广泛,但其活动取食范围相对比较固定,本文针对被广泛应用于农田地上害鼠防控的TBS
系统原理,在甘肃鼢鼠防治中的探索研究围栏防治效果及可行性.结果表明各围栏均能减

少处理区甘肃鼢鼠对马铃薯的为害,提高马铃薯产量,封闭式竹条地下围栏对甘肃鼢鼠具

有较好的阻截作用,能够完全阻截甘肃鼢鼠迁入处理区取食为害,但金属网地下围栏不能

完全阻截甘肃鼢鼠迁入为害.封闭式竹条地下围栏处理区甘肃鼢鼠未迁入为害,为害率为

0%;带诱捕孔的开放式金属网地下围栏处理区平均受害面积1.8m2,为害率达7.2%,但诱

捕孔不能诱捕甘肃鼢鼠;开放式金属网地下围栏处理区平均受害面积2.47m2,为害率达

9.87%.三者对马铃薯增产分别达33.06%,28.54%和19.73%.本研究为探索围栏系统对甘

肃鼢鼠的防控提供了非常高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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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ansuzokorisakindofundergroundrodentwidelydistributedintheLoessPlateau.It
doesnothibernateinwinterandsummer,andhasawiderangeoffeedinghabits.However,its
activefeedingrangeisrelativelyfixed.Inthispaper,theprincipleofTBSsystem,whic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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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yusedi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groundrodentsinfarmland,isusedtoexplorethe
effectandfeasibilityoffencei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Gansuzokor.Theresultsshowed
thateachfencecouldreducethedamageofGansuzokortopotatointhetreatmentareaandin-
creasetheyieldofpotato.Theclosedbambooundergroundfencehadagoodblockingeffecton
Gansuzokor,whichcouldcompletelyblockthefeedingdamageofGansuzokorinthetreatment
area,butthemetalnetundergroundfencecouldnotcompletelyblockthemigrationofGansu
zokor.TherewasnoGansuzokormovedintotheclosedbambooundergroundfencetreatment
area,andthedamageratewas0%.Theaveragedamageareaintheopenmetalnetunderground
fencewithtrappingholestreatmentareawas1.8m2,andthedamageratewas7.2%,andthe
trappingholescouldnottrapGansuzokor.Theaveragedamageareaintheopenmetalmeshun-
dergroundfencetreatmentareawas2.47m2,andthedamagerateis9.87%.Theyieldofpotato
increasedby33.06%,28.54%and19.73%,respectively.Thisstudyprovidesaveryhighguid-
ingsignificanceforexploringthefencesystem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Gansuzokor.
Keywords:Gansuzokor;fence;preventionandcontrol

  鼠害是一种世界性灾害,也是制约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生物灾害之一[1].甘肃鼢鼠是一种

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地下害鼠[2],也是我国特有的鼠种[3],无冬眠和夏眠现象[4],其食

性广泛,几乎能够取食所有的农作物,而且对同一农作物重复多次取食为害,给农业发展造成

很大的威胁[5].但甘肃鼢鼠觅食打洞行为耗能较高,使长距离迁移活动受限[6],其活动取食范

围相对比较固定.甘肃鼢鼠常规的防治方法以人工捕杀为主,而投放人工弓箭或地箭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且鼠道不易寻找,防治难度较大.
近年被广泛用于鼠害防控的TBS系统,即捕鼠器+围栏系统(trap-barriedsystem),最初

是为了防止大量害鼠从荒地迁入水稻田,保障水稻安全生产而提出围栏+捕鼠器+诱饵作物构

建的捕鼠系统[7],是一项绿色环保控制农田害鼠技术.其原理是在保持原有的生产措施与结构

不变的前提下,不使用任何杀鼠剂和其他药物,利用鼠类固有的行为特点,通过捕鼠器与围栏

相结合的方式控制农田鼠害的一项技术措施[8-9].我国新疆、四川、湖南、吉林、安徽、辽宁、贵

州、吉林等省(区)先后在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上进行了农田鼠害的TBS试验,取得

了比较好效果[7,10].但至今鲜有围栏系统在甘肃鼢鼠防治中的探索研究,而黄土高原深厚的土

层,为设置地下围栏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针甘肃鼢鼠,利用TBS围栏原理,采用金属网、竹条

制成地下围栏,将甘肃鼢鼠活动区域固定在一定范围,减少甘肃鼢鼠对农作物的为害程度,探

索围栏系统在甘肃鼢鼠中防治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置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团结镇的连片马铃薯种植地块中,该区域属陇中黄土高原

丘陵区,年平均气温7.2℃,年平均无霜期为140d,年平均降水量300mm左右,为温带大陆

性气候.试验区土壤为黄壤土,肥力中等.

1.2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来自市场常规销售的孔径≤1cm的金属网、直径为10mm的螺纹钢筋、宽5cm
的竹条、O形捕鼠夹.

1.3 试验设计

于6月上旬选出苗整齐、地上缺苗断垄能够清晰反映甘肃鼢鼠为害的地块,地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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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试验设置3种处理,每处理设置3个重复.
处理1:取长5m、高120cm、孔径≤1cm的金属网作为围栏,长1.2m的钢筋作为固定

杆,沿金属网纵向开间距50cm、长60cm、宽20cm的开孔,作为甘肃鼢鼠诱捕孔.分别选择

紧离地上埂、地下埂的为害明显区域,在紧离上下地埂处沿地块分别纵向开深1m、长6m沟

渠,根据甘肃鼢鼠在鼠洞留下的痕迹判断其来向,在甘肃鼢鼠来向一端、紧靠地埂布设金属网,

并用固定杆固定,确保金属网地下部100cm,地上20cm,在开孔处下设捕鼠夹,后沟渠上方

覆盖木板并覆土,确保沟渠内保持黑暗环境,形成带诱捕孔的开放式金属网地下围栏.
处理2:取长5m、高80cm、孔径≤1cm的金属网作为围栏,长1m的钢筋作为固定杆,

选择甘肃鼢鼠为害区,紧离上地埂和下地埂沿地块分别纵向开深1m、长6m沟渠,在紧靠地

埂处布设金属网,并用固定杆固定,确保金属网地下部60cm,地上20cm,后覆土,形成开放

式金属网地下围栏.
处理3:选取长60cm、宽5cm的竹条,在甘肃鼢鼠为害明显且距地埂大于1m的区域,

设置长2m、宽1m的矩形,以2cm竹条间距沿矩形四边用铁锤垂直钉入(也可开渠固定),确

保竹条垂直深入地下部50cm,地上10cm,形成封闭式竹条地下围栏.

1.4 调查方法

围栏布设后对围栏周围缺苗马铃薯及时补种,确保围栏布设后马铃薯齐苗,金属网地下围

栏以围栏两侧距围栏5m为处理区,竹条地下围栏以围栏内为处理区,以试验地相同面积非围

栏区域为对照区.围栏布设后,每隔5d调查1次试验区马铃薯受害情况、围栏下捕鼠器捕获数

情况,观察至无新受害区域,或无新捕获鼠时,后每隔15d调查马铃薯受害情况,记录受害植

株数,受害面积.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xcel2010对试验数据进行基本处理;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以邓肯氏单因素方差

分析(Duncan,p<0.05)进行差异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处理1第5d时有2处围栏甘肃鼢鼠打洞至诱捕孔后堵洞废弃鼠道,后一直未发现围栏诱

捕孔处有新增鼠道,也一直未见甘肃鼢鼠从诱捕孔进入,捕鼠器捕获甘肃鼢鼠数为0只;甘肃

鼢鼠第5d在围栏两端为害的有1处,第10d在围栏两端为害的有2处,后期围栏两侧受害面

积均未增加;处理2第5d时有1处甘肃鼢鼠在围栏两端为害,后围栏两端受害面积均没有明

显增加;处理3处理区一直未见甘肃鼢鼠为害.于马铃薯收获期,挖开处理1和处理2,围栏两

端均有甘肃鼢鼠受害处理3,可见甘肃鼢鼠鼠道从对照区绕开围栏迁入试验区.
处理3处理区甘肃鼢鼠未迁入为害,为害率为0%,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显著;处理1平均受

害株数6.67株,平均受害面积1.8m2,为害率7.2%;处理2平均受害株数10.67株,平均受害

面积2.47m2,为害率9.87%,两者间差异不显著;处理3对照区平均受害株数24株,平均受害

面积4.95m2,为害率33.06%.处理1对照区平均受害株数34.67株,平均受害面积6.9m2,为

害率27.6%;处理2对照区平均受害株数29株,平均受害面积6.1m2,为害率24.4%;三者间差

异不显著(表1、图1).处理3、处理1和处理2分别增产33.06%,28.54%和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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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金属网地下围栏情况

处理
处理区

受害总株数/株 受害面积/m2 为害率/%

对照区

受害总株数/株 受害面积/m2 为害率/%
增产/%

处理3 0 0 0 24.00 4.95 33.06±8.28a 33.06

处理1 6.67 1.80 7.20±5.23 34.67 6.90 27.60±3.17a 28.54

处理2 10.67 2.47 9.87±2.66 29.00 6.10 24.40±5.01a 19.73

  注: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鼠道绕开围栏;b.竹条围栏;c.竹条围栏防治效果

图1 地下围栏设置对甘肃鼢鼠的防治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3.1 甘肃鼢鼠的防治现状

3.1.1 生物防治

甘肃鼢鼠的天敌主要有蛇、黄鼠狼、狐狸、猫头鹰等,可充分利用鼢鼠的天敌;或种植一些

趋避植物,结合轮作倒茬、种植甘肃鼢鼠不喜食作物,通过减少甘肃鼢鼠的食物等措施来预防

甘肃鼢鼠为害.

3.1.2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主要是利用地弓、地箭、或接地式捕鼠器等物理器械对甘肃鼢鼠进行捕杀,是一

种人工辅助手段,是甘肃定西市多地目前主要采取的甘肃鼢鼠防治措施,该方法主要发挥人的

能动性,进行精准投放.其优点是方便可行、精准度高、对人畜无害,能够直接把害鼠消灭在为

害发生之前;缺点是防治成本较的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防治的进度比较慢.此外,

通过秋季土壤深耕深翻处理,破坏甘肃鼢鼠生存环境,达到防治鼠害目的,也是物理防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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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措施.

3.1.3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目前是国内外鼠害防治的主要措施,该方法是采用化学杀鼠剂防治甘肃鼢鼠.主

要是通过向鼠洞中投放敌鼠钠盐、溴敌隆、杀鼠醚等抗凝血杀鼠剂为主的化学杀鼠剂进行灭鼠.
但化学防治容易误杀大量天敌和其他有益动物,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不利于农业生产绿色可持续.

3.2 讨论

TBS系统为近年地上鼠害防治的一项主要技术措施,目前在国内多地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和关注,在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上进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该技术能够较好的防治农

田鼠害,同时具有高效、安全、绿色、环保、成本低等优点.王振坤等[8]2008年在小麦田开展

TBS控制农区鼠害防治效果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防治效果可达72.7%.郭永旺等[11]2010年应

用TBS对玉米田的害鼠进行了防治效果及产量损失试验研究,明确TBS系统对于鼠种和组成

没有选择性,对鼠害的控制效果明显且防治覆盖面大.随后,国内多地针对水稻田、大豆田、蔬

菜基地、柑橘及香蕉田多种生境开展封闭式、开放式、不同边型、覆盖度不同的TBS防效开展

了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TBS对农田鼠害防效均较高,极具推广应用应用价值[12-16].
探究更加科学、高效的甘肃鼢鼠防治方法,一直是甘肃鼢鼠研究的重点,常规的甘肃鼢鼠

防治方法有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技术措施,通过专家学者的持续研究探索,甘肃

鼢鼠的防治技术在不断推进,但一直未见TBS系统在地下鼠防治上的研究及应用.本试验结果

显示试验中各围栏均能减少处理区甘肃鼢鼠对马铃薯的为害,提高马铃薯产量,而封闭式竹条

地下围栏对甘肃鼢鼠具有较好的阻截作用,能够完全阻截甘肃鼢鼠迁入处理区,这可能与甘肃

鼢鼠取食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距离地表的4~16cm耕层范围有关,但不排除围栏设置较小,

围栏处理区域对甘肃鼢鼠的取食不造成威胁的因素.金属网地下围栏对甘肃鼢鼠迁移为害具有

一定的阻截作用,但不能完全阻断其为害.带诱捕孔的金属网围栏不能诱捕甘肃鼢鼠,这可能

与甘肃鼢鼠的习性有关,其灵敏的听嗅觉,可以判断周围环境,能够在诱捕孔附近改道或堵洞

弃道.甘肃鼢鼠在两种金属网围栏周围为害率不同,但差异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金属网围栏为

开放式地下围栏,取食为害区域也与甘肃鼢鼠原有鼠道在地块中的分布及原有的取食范围

有关.
采用围栏防治甘肃鼢鼠投入相对较高,将其应用于低产值种植农作物意义不大,但对于产

值较高的马铃薯育种基地以及作为甘肃省定西市支柱产业的中药材及其育苗基地应用围栏防

治甘肃鼢鼠的具有非常大的应用价值.探索切实可行的围栏系统防治甘肃鼢鼠对保障农作物生

产安全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非常大的研究意义,下一步需要继续探索封闭式金属网地下围

栏及大型封闭式竹条地下围栏对甘肃鼢鼠的阻截作用,以及结合人工捕杀技术来探索地下TBS
在甘肃鼢鼠的防控上的可行性、长效防控机制和操作便捷性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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