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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鄱阳湖区滨湖农田害鼠暴发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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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５年６月、９月和１２月在鄱阳湖湖滩草洲和滨湖农田进行了鼠类密度调查，结果表明，农田总捕获率为

１１．２２％，湖滩草洲总捕获率为３．９８％，其中水稻田鼠密度非常高，６月、９月、１２月合计捕获率分别为６．０２％、１６．７３％

和１４．９４％。尤其在本应该鼠密度较低的冬季，恒湖垦殖场水稻田生境的鼠密度却高达３３．５４％，说明目前鄱阳湖滨

湖农田鼠密度已达较高水平，其中优势鼠种黄毛鼠（犚犪狋狋狌狊犾狅狊犲犪）和黑线姬鼠（犃狆狅犱犲犿狌狊犪犵狉犪狉犻狌狊）的繁殖能力强，在冬

季保持了较高的密度，且亚成体以下个体比例较高，如不加控制，有进一步暴发成灾的可能。从鼠种组成看，黑线姬鼠

为湖滩生境第一优势种（占比为５９．４６％），黄毛鼠（３２．４３％）次之；在滨湖农田黄毛鼠（５２．６３％）已替代黑线姬鼠

（４４．４１％）成为第一优势种群。由于黄毛鼠体型更大、密度高，其成为第一优势种后的发展动态需密切关注。

关键词　害鼠；　黄毛鼠；　黑线姬鼠；　暴发成灾；　滨湖农田；　鄱阳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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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境内北部，长江中游南岸，位

于１１５°０１′～１１７°３４′Ｅ，２７°３２′～３０°０６′Ｎ，在湖口与

长江连通，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素有“长江之肾”

的美誉，承担着涵养水源、调洪蓄水、生物保护、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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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在江西、长江

流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格局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鄱阳湖区不仅是江西

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且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之一。湖区具有亚热带湿润气候特点，气

候温暖，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四季分明，适宜多种鼠

类栖息，监测结果显示，鼠类种群增长演变为害鼠，

曾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传播疾

病，如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和钩端螺旋体病，对

人类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１］。２００３年以

来，由于受三峡水库运行的影响，处于相似纬度的洞

庭湖湖滩的鼠类群落已发生较大变化［２］，且曾出现

东方田鼠种群数量大暴发［３］。为了解目前鄱阳湖湖

滩草洲和滨湖农田中鼠类群落状况，我们于２０１５年

６月、９月和１２月对鄱阳湖滨湖区农田和湖滩草洲

鼠类密度进行了调查。

１　调查方法

主要调查地点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鄱阳湖滨

的恒湖垦殖场罗滨分场（２８°５９′２７″Ｎ，１１６°０９′４０″Ｅ）、江

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新建区

南矶乡（２８°５７′０６″Ｎ，１１６°２１′２３″Ｅ）和鄱阳县莲湖乡

（２８°５６′１５Ｎ，１１６°３３′２３″Ｅ）的围堤内农田以及对应的堤

外鄱阳湖湖滩草洲（图１）。农田土地平坦，主要种植

水稻，还有芝麻、蔬菜及少量棉花等作物。洲滩主要

优势植物为薹草（犆犪狉犲狓ｓｐｐ．）、芦苇（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

狉犪犾犻狊）、南荻（犜狉犻犪狉狉犺犲狀犪犾狌狋犪狉犻狅狉犻狆犪狉犻犪）等，夏季洲滩

被水淹没，防洪大堤把农田和堤外洲滩隔开，保护农

田汛期不被洪水淹没。农田和洲滩同时进行调查，调

查在２０１５年６、９、１２月进行，相对应的鄱阳湖星子水

位分别为１６．３７、１３．７３和１３．０７ｍ，由于２０１５年６月

鄱阳湖进入丰水期，湖滩草洲被水淹没，无法调查，仅

在堤内农田进行调查。

鼠密度调查采用夹日法，在湖滩未涨水时，采用

大号铁板铗（江西贵溪捕鼠器材厂生产），用生葵花

子作诱饵，沿直线放置，每５ｍ１铗，两行相距１５０ｍ

以上，每个样区设样线４个，每个样线布放铗８０个

左右，每个调查点总计约３００夹日。农田调查时，沿

田埂布铗，每５ｍ１铗，各样区亦设样线４个，每个

样线布铗亦８０个左右，即每个调查点总计布铗也是

３００夹日左右。第１天下午或傍晚布放，第２天上

午回收，所捕获的鼠类分种类统计。

图１　鄱阳湖鼠类调查区域分布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犪犿狆犾犻狀犵犾狅犮犪犾犻狋犻犲狊犻狀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捕获的基本情况

３次调查在农田生境共布放２７６２夹日，捕获可

以鉴定种类的样本３０４只，另有鼠迹６铗。捕获的

种类有黄毛鼠（犚犪狋狋狌狊犾狅狊犲犪）、黑线姬鼠（犃狆狅犱犲犿狌狊

犪犵狉犪狉犻狌狊）、褐家鼠（犚犪狋狋狌狊狀狅狉狏犲犵犻犮狌狊）和小家鼠

（犕狌狊犿狌狊犮狌犾狌狊）等４种，其中黄毛鼠、黑线姬鼠捕获

率较高，分别为５．７９％、４．８９％，褐家鼠次之，为

０．２５％，小家鼠最低，为０．０７％（表１）。

由于鄱阳湖湖滩草洲６月被水淹没，仅２次

调查，共布放１９０８夹日，捕获可以鉴定种类的样

本７４只，另有鼠迹２铗。捕获的种类有黑线姬

鼠、黄毛鼠、褐家鼠和臭闙（犛狌狀犮狌狊犿狌狉犻狀狌狊）等４种，

其中黑线姬鼠、黄毛鼠捕获率较高，分别为２．３１％、

１．２６％，褐家鼠次之，为０．２６％，臭闙最低，为０．０５％

（表１）。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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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年鄱阳湖区鼠类群落调查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犱犲狀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犳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犻狀２０１５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夹日数

Ｎｏ．ｏｆ

ｓｎａｐｔｒａｐｓ

捕获数／只

Ｎｏ．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总捕获

率／％

Ｔｒａｐｒａｔｅ

各鼠种捕获率／％Ｔｒａｐ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褐家鼠

犚．狀狅狉狏犲犵犻犮狌狊

黑线姬鼠

犃．犪犵狉犪狉犻狌狊

黄毛鼠

犚．犾狅狊犲犪

小家鼠

犕．犿狌狊犮狌犾狌狊

臭闙

犛．犿狌狉犻狀狌狊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６ ８９７ ５２＋２ ６．０２ ０．００　 ３．３４（３０） ２．４５（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９３４ １２５＋３ １３．７０ ０．４３（４） ３．５３（３３） ９．２１（８６） ０．２１（２） ０．００

１２ ９３１ １２７＋１ １３．７５ ０．３２（３） ７．７３（７２） ５．５９（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２７６２ ３０４＋６ １１．２２ ０．２５（７） ４．８９（１３５） ５．７９（１６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０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９ ９５０ ２６＋１ ２．８４ ０．００ １．５８（１５） １．１６（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９５８ ４８＋１ ５．１１ ０．５２（５） ３．０３（２９） １．３６（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０（１）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９０８ ７４＋２ ３．９８ ０．２６（５） ２．３１（４４） １．２６（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１）加号后的数字为不能鉴别种类的捕获数。括号内的数值为各种类的捕获数。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ｃａｔｃｈｅ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ｃｅｏｎｔｒａｐ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ａｉｌｓ，ｃｌａｗｓ，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ｈａｉｒ，ｉｆｔｈｅｒａｔｏｒｍｏｕｓｅｈａｄｅｓｃａｐｅｄ．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ｓｈ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ｓ．

２．２　农田鼠密度状况

２０１５年的３次调查农田生境的合计捕获率高达

１１．２２％（表１），其中水稻田生境鼠密度最高（表２），６

月份的密度相对较低，但也超过了一般防治阈值的

５％（根据以往报道，体型较大鼠的防治阈值均在５％

以下）；９月份３个调查点的鼠密度普遍较高，水稻田

内随处可见受害的水稻稻穗（咬断和践踏的稻穗）；１２

月份的总体密度高达１４．９４％。通常情况下，进入冬

季后的１２月份鼠密度应该呈下降趋势，而２０１５年冬

季仍维持高水平。特别是恒湖垦殖场１２月份的鼠密

度（捕获率）竟高达３３．５４％，远超过成灾捕获率

（１５％）
［４］。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体型较大的黄毛鼠种

群密度很高，如９月份恒湖垦殖场、新建区南矶乡和

鄱阳县莲湖乡调查的水稻田内黄毛鼠单一种的捕获

率分别为８．０６％、１２．４３％和１４．９３％，１２月份在恒湖

水稻田中该鼠的捕获率竟高达１４．１０％。

２．３　鄱阳湖滨湖农田和湖滩草洲鼠类群落结构

从鼠种组成（表３）看，２０１５年在鄱阳湖的滨湖

农田和湖滩草洲以黄毛鼠和黑线姬鼠为优势种群。

总体来看，滨湖农田生境黄毛鼠占５２．６３％，黑线姬

鼠占４４．４１％，褐家鼠和小家鼠占比较少。不同月

份和不同调查地点的第一优势鼠种有所差别，但不

是黄毛鼠，就是黑线姬鼠。湖滩草洲以黑线姬鼠为

第一优势种，占５９．４６％，黄毛鼠占３２．４３％，褐家鼠

６．７６％，臭闙比例较低。

表２　鄱阳湖滨湖区水稻田害鼠捕获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狉犪狆狉犪狋犲狅犳狉狅犱犲狀狋犻狀犾犪犽犲狊犻犱犲狉犻犮犲

犳犻犲犾犱狅犳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

时间／年 月

Ｔｉｍｅ

捕获率／％Ｔｒａｐｒａｔｅ

恒湖垦殖场

ＨｅｎｇｈｕＦａｒｍ

南矶乡

Ｎａｎｊ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莲湖乡

Ｌｉａｎｈｕ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１５－０６ ６．２７ （５．３５） 　６．４４ 　６．０２

２０１５－０９ １２．９０ １７．１６ ２０．８９ １６．７３

２０１５－１２ ３３．５４ １．９７ ３．４７ １４．９４

　１）括号内的数据为２０１５年６月在余干县瑞洪镇的调查数据。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ｕｉｈｏｎ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ｏｆＹｕｇ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表３　２０１５年鄱阳湖区滨湖农田和湖滩草洲的鼠类群落结构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狉狅犱犲狀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狀狋犺犲犫犲犪犮犺犪狀犱犾犪犽犲狊犻犱犲犳犪狉犿犾犪狀犱狅犳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犻狀２０１５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捕获鼠数

Ｎｏ．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鼠种组成／％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褐家鼠

犚．狀狅狉狏犲犵犻犮狌狊

黑线姬鼠

犃．犪犵狉犪狉犻狌狊

黄毛鼠

犚．犾狅狊犲犪

小家鼠

犕．犿狌狊犮狌犾狌狊

臭闙

犛．犿狌狉犻狀狌狊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６ ５２ ０．００ ５７．６９ ４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１２５ ３．２０ ２６．４０ ６８．８０ １．６０ ０．００

１２ １２７ ２．３６ ５６．６９ ４０．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３０４ ２．３０ ４４．４１ ５２．６３ ０．６６ ０．００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９ ２６ ０．００ ５７．６９ ４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４８ １０．４２ ６０．４１ ２７．０８ ０．００ ２．０８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４ ６．７６ ５９．４６ ３２．４３ ０．０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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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４　优势鼠种的繁殖状况及年龄结构

由于黄毛鼠和黑线姬鼠是当地调查期间的优势

种，主要对它们的繁殖状况进行分析，从表４看，夏

（６月）、秋（９月）季黄毛鼠种群具非常强的繁殖能

力，在冬季的１２月份停止繁殖。参照广东黄毛鼠胴

体重划分年龄组的标准［５］统计，发现夏秋季捕获的

主要是成年个体，幼体比例较低，至１２月捕获的幼

体比例大幅提高，夏、秋、冬季幼体比例为４．５％（１／

２２）、４．３％（３／９３）和２５．４％（１６／６３），差异极显著

（χ
２＝１９．６３７，犱犳＝２，犘＜０．００１）。冬季种群中，捕

获亚成体２６只，幼体１６只，则亚成体及以下个体占

到种群数量的６６．７％（４２／６３）。这些将会是来年黄

毛鼠种群发展的重要储备，对来年的种群发展极为

有利。

表４　鄱阳湖区黄毛鼠的繁殖特征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犚犪狋狋狌狊犾狅狊犲犪犻狀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

月份

Ｍｏｎｔｈ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雌鼠数

Ｎｏ．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参产鼠数

Ｎｏ．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参产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孕鼠数

Ｎｏ．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平均胎

仔数（犛犇）

Ｍｅａｎｌｉｔｔｅｒｓｉｚｅ

繁殖指数（犐♀）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雄鼠数

Ｎｏ．ｏｆ

ｍａｌｅ

雄鼠睾丸下位率／％

Ｒａｔｅｏｆｔｅｓｔｉｓ

ｉｎｓｃｒｏｔｕｍ

６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４ ４ １００　　 ３ ７５．０ ５．７±１．５ ４．２８ １８ １００．０

９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３６ ３５ ９７．２ ２７ ７５．０ ７．４±１．８ ５．５５ ４８ ９７．９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３ ３ １００．０ ２ ６６．７ ９．５±３．５ ６．３３ ６ １００．０

１２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３１ １０ ３２．３ 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９ １５．８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５ ２ ４０．０ 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８ ５０．０

　１）参产鼠＝怀孕鼠（只）＋有宫斑但未怀孕鼠（只）；参产率和怀孕率均以雌鼠统计；繁殖指数（犐♀）＝胎仔总数／雌鼠总数。下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ｈｅ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ｉｍａｌｓ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ｒ．Ｒａｔｅｏｆ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ｅｄｂｙ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ｌｉｔｔｅｒｓｉｚｅ／ａｌｌ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黑线姬鼠的繁殖参数见表５，与同纬度的洞庭

湖种群相似［６］，秋季为繁殖高峰，种群的繁殖能力

强，而且冬季也保持一定的繁殖个体。由于黑线姬

鼠以体重或胴体重为基础的年龄划分指标各地不

一［７９］，在此仅统计胴体重小于２０ｇ的个体为新生

个体的比例，发现冬季的比例很高，达３３．３％（２７／

８１），而夏、秋季只有１０．３％（３／２９）和４．３％（２／４６），

差异达极显著（χ
２＝１６．７１３，犱犳＝２，犘＜０．００１）。

结果与黄毛鼠相似，这批年轻力壮的鼠将是来年开

春后种群发展的基础。

表５　鄱阳湖区黑线姬鼠的繁殖特征

犜犪犫犾犲５　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犃狆狅犱犲犿狌狊犪犵狉犪狉犻狌狊犻狀犘狅狔犪狀犵犔犪犽犲狉犲犵犻狅狀

月份

Ｍｏｎｔｈ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雌鼠数

Ｎｏ．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参产鼠数

Ｎｏ．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参产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孕鼠数

Ｎｏ．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平均胎

仔数（犛犇）

Ｍｅａｎｌｉｔｔｅｒｓｉｚｅ

繁殖指数（犐♀）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雄鼠数

Ｎｏ．ｏｆ

ｍａｌｅ

雄鼠睾丸下位率／％

Ｒａｔｅｏｆｔｅｓｔｉｓ

ｉｎｓｃｒｏｔｕｍ

６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７ １０ ５８．８ ５ ２９．４ ５．０±０．７ １．４７ １２ １００．０

９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３ １２ ９２．３ ７ ５３．８ ６．４±１．７ ３．４５ ２０ １００．０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９ ７ ７７．８ ７ ７７．８ ６．７±１．０ ５．２１ ４ １００．０

１２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３ ８ ３４．８ ４ １７．４ ５．８±１．７ １．０１ ３２ ４６．９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９ ３ ３３．３ １ １１．１ 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７ 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高鼠密度的威胁风险

虽然鼠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初级消费者，在自

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中有着重要的地

位，但较高鼠密度会给工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威胁人

类的身体健康，据此，一般条件下鼠密度都要求控制

在较低水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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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鼠害监测技术规范》［４］，害鼠捕获率大于５％就有

可能形成中等以上发生，捕获率大于１５％即有可能

形成大发生，可造成５％以上的农作物损失。从鄱

阳湖滨湖区农田２０１５年的调查结果看，鼠密度在９

月和１２月均在成灾水平附近，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

施压低鼠密度。但就江西全省而言，鼠密度并不高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药械处编的内部资

料《全国农区鼠害监测与防治工作总结汇编（２０１５

年）》］，全年的总体捕获率只有２．７％。本文在鄱阳

湖滨湖区的调查显示鼠密度很高。那么，鄱阳湖滨

湖区农田高密度害鼠数量的形成是预示下一轮普遍

高密度害鼠数量周期的来临？还是因为鄱阳湖近年

来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延长等造成的湖滩草洲出

露时间增长的单一事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不管

怎样，如此高密度害鼠数量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而且从解剖数据看，优势鼠种黄毛鼠和黑线姬

鼠种群的繁殖能力非常强，在冬季高密度种群中保

留的很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壮年鼠，这些都将

有利于出现来年仍维持较高鼠密度的可能。

另外，鄱阳湖滨湖农田的高鼠密度是否与鄱阳

湖洲滩鼠类群落有关值得关注。从对相邻的大型湖

泊洞庭湖的观察看，洲滩和滨湖农田鼠类种群有非

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洞庭湖东方田鼠在洲滩和农

田之间来回迁移［１０］，在种群数量高峰年常会对农业

生产造成严重危害［３，１１１２］。另一方面，三峡水库运

行后，农田群落的鼠种向洲滩不断渗透也非常明

显［２］。本文报道的３次调查，由于６月份洲滩被淹，

没有捕获数据，只有９月份和１２月份农田和对应洲

滩鼠密度数据。从鼠种组成看，黄毛鼠和黑线姬鼠

为洲滩优势鼠种，与农田优势鼠种相同。从捕获数

量上看，１２月份恒湖垦殖场农田高密度（捕获率

３３．５４％）与洲滩高密度（捕获率１５．１４％）相对应。

但仅凭一次调查数据不可能得到可靠的结论，因此

有待进一步数据的积累，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鄱阳湖

洲滩和农田鼠类群落的调查研究，并关注三峡工程

对鄱阳湖洲滩鼠类群落的影响。

３．２　关于黄毛鼠的北扩

黄毛鼠曾被认为是我国南方北纬２７°以南的主

要农业害鼠，而北纬２７°以北的主要农业害鼠为黑线

姬鼠［１３］。随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黄毛鼠的分布

区有逐渐北扩的趋势［１４］。从全国来看，黄毛鼠的分

布区已扩展到湖北、重庆，四川以及陕西等地［１５］，但

与南方相比，种群数量总体较低。在江西，除赣北部

分地区（德安、九江、彭泽、修水等）未有黄毛鼠分布

外［１６］，其他区域均有分布，但仅在赣县以南地区［１７］

数量较多，是当地农田的优势种，其数量自南向北，

逐渐减少。刘堂仁［１６］曾认为赣北平原丘陵区域的

德安县可能是其分布的北界。傅道言等［１８］于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年在鄱阳湖地区调查，在永修、德安、星子、

九江、湖口、都昌、余干没有捕获到黄毛鼠，认为鄱阳

湖区域仅在南昌和波阳（现改称鄱阳县）有黄毛鼠分

布。近些年报道亦显示，在江西赣县以北区域，黄毛

鼠在鼠群落中的比例在逐步提高。如戴年华等［１］于

２００２年在鄱阳湖滨农区的朱港农场和成新农场亦

捕获到较多的黄毛鼠。施伟韬等［１９］于２０１１年８－９

月在江西永修、新干、赣县、宁都、南丰、上饶等６个

县进行的农田害鼠种类与密度调查结果表明：江西

农田优势鼠种有褐家鼠、黑线姬鼠、黄毛鼠３种，所

占比例分别为４５．３％、２５．０％和２５．０％，黄毛鼠与

黑线姬鼠同为第二优势种；不同区域间差异很大，在

南丰的丘陵农田，黄毛鼠所占比例高达９０．９％，为绝

对优势种群。而施伟韬［２０］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数据

显示，黄毛鼠在农田的鼠种组成中的比例仅为

７．４％，排在褐家鼠（４７．５％）、黑线姬鼠（３０．６％）、小

家鼠（１２．４％）之后的第４位。郭永旺等
［２１］在江西５

个地区的调查显示，黄毛鼠在赣州市兴国县和景德

镇市乐平市已为第一优势种群，占比分别达８０．０％

和８５．７％。据此认为，以前划分的赣县以南的黄毛

鼠主害区［１６］至少应北扩至兴国县。同时，李波等［２２］

２０１１年在江西新余丘陵农田的调查发现黄毛鼠为

第二优势种类，仅次于黑线姬鼠。余平等［２３］在肾出

血热监测点高安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的调查显示野

外第一优势鼠种为黄毛鼠（７７．５％），较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调查时［２４］的比例（６７．０％）有所提高，而在２０余

年前的１９８５年，黄毛鼠（１８．３％）只是该地的第二优

势种，第一优势种为黑线姬鼠［２５］。总体来看，黄毛

鼠在江西农田鼠类群落中的比例确有增加的趋势。

这与黄毛鼠随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而北扩的报

道［１４］相吻合。本文结果显示，虽然各地数据有所差

异，黄毛鼠已经和黑线姬鼠并为鄱阳湖滨湖农田的

优势种群。总体数据看黄毛鼠已成为鄱阳湖滨湖农

田的第一优势种群。

由于黄毛鼠盗食稻麦幼苗、种子，对水稻、花生、

豆类、甘蔗、蔬菜、小麦、柑橘和甘薯等农作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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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如在广东［２６］，黄毛鼠日食稻谷量约占其体重

的１０％左右，且喜食田间正在成熟的稻谷。水稻抽

穗扬花时啮咬茎基部，造成受害株枯心、白穗、倒伏

枯死，孕穗成熟期撕剥稻壳取食浆粒。据报道，一只

黄毛鼠一天可啮咬１００多株水稻，为害一季水稻约

损失稻谷３１５０ｇ
［２７］。黄毛鼠常为害各种蔬菜的嫩

芽，被破坏的蔬菜往往枯萎，如甘蓝、白菜等。同时

对其他农作物（如甘蔗、红薯、花生、各种瓜类、豆类

等）、柑橘树皮及池塘中的小鱼也有不同程度的为

害。因此随着黄毛鼠北扩，掌握该区域的黄毛鼠种

群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将有利于对该鼠的种群数

量和为害的控制。

同时，黄毛鼠是重要的疫源动物，可传播多种疾

病，是南方恙虫病、立克次氏体和钩端螺旋体病的主

要宿主，与多种疾病的传染流行有关，如地方性斑疹

伤寒、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２８］。在江西，黄毛鼠是

高安县流行性出血热的病源生物［２５，２９］。陶建华

等［３０］曾在龙南县检验啮齿类２３５２只，在褐家鼠、社

鼠、白腹巨鼠、龙姬鼠、小家鼠、巢鼠、屋顶鼠等均未

分离出钩体，而从黄毛鼠、黄胸鼠、大足鼠、针毛鼠、

青毛鼠、银星竹鼠中分离到３０２只钩体携带者，其中

黄毛鼠有２６２只，可见黄毛鼠为当地钩体病的主要

携带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１９８０－１９８３

年，陶建华等［３０］重点对当地的黄毛鼠性别、体重与

钩体带菌关系进行观察，雄性黄毛鼠带菌率１６．３％

（８７／５３４），雌性１４．８％（１０１／６８１）。因此基于卫生

防御方面考虑，有必要加强研究、掌握当地黄毛鼠基

本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３．３　原因探讨

鼠类栖息范围的扩展，是种群发展和环境条件

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也密切相

关。如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人口膨胀效应、农业生产

格局以及越来越发达的交通运输等都会对鼠类的扩

展有影响［１４］。黄毛鼠向北扩展，并非单一事件，在

相邻的湖南省，黄毛鼠不仅在湘南，而且在湘东及

湘北部分地区也已成为农田优势种，并在向湖北等

北方省份发展［１４］。属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优势种

的黄毛鼠向北扩展，应该与气候趋暖（温室效应）有

关，同时与交通运输的发达也不无关系［１４］。

影响鼠类种群数量变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食物、栖息地或空间、气候、天敌、疾病、竞争和

人类活动等［３１］，而且可能与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Ｅｌ

Ｎｉ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Ｏ）有关
［３２３３］。目

前与江西省内其他区域相比，鄱阳湖及滨湖区域最

大的变化就是三峡水库运行后对下泄流量的控制使

鄱阳湖的洲滩出露时间增加，淹没强度降低，同时

２０１５年也是厄尔尼诺状态年，高鼠密度现象是否是

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得而知，因为目前江西鄱阳

湖区域的相关研究不多也不是很深入。基于鄱阳湖

区域的鼠种群数量高密度的具体原因不明，本文只

是基于当地调查发现的高密度现象而给出的定性预

警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鼠类的

天敌鼬类比较容易见到，而鼠密度依然偏高。天敌

种群数量和害鼠似乎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

天敌在鼠类数量控制上的作用亦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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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１４］，但本试验所测样品（１和５）主流序列的一致

性说明了序列变异并非是引起‘中秋王’和‘寒富’果

实表现不同症状的直接原因。

总体上，试验结果说明了苹果品种抗性的强弱

可能是致使‘中秋王’和‘寒富’果实是否表现锈果症

状的重要因素。因此，选育抗病、耐病苹果品种对于

苹果锈果病的防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ＡＳＳＶｄ侵

染‘中秋王’、‘寒富’后表现不同症状的致病机理尚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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