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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
；本

一致 。 小区试 验结 果 表 明 Ｄ 型 肉 毒 颗粒 毒饵 防 治效果 最 佳
，
平 均 防 治效 果 为

Ｄ 型肉毒毒素 ；８９ ．８３％ 。 可以用于大面积高原鼢 鼠鼠害防治 ３

小 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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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鼢鼠 因其长年生活于地的耕地 、 草滩 、 森林和 阳坡草场上 ， 靠 啃食草根 、 茎

下
， 视力严重退化 ， 俗称

“

瞎老鼠
”

， 藏语称为
“

塞为生的高寒草甸草原特有鼠种 。 其穴洞 、 鼠道星罗棋

隆
”

。 高原鼢 鼠是
一

种 活跃在海拔 ２８ ００ｍ
？ ４３００ｍ布 ， 所到之处草场 、 森林 、 退耕还林地多成了 不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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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高原 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治及 Ｄ 型 肉毒灭 鼠剂 的研制与应用 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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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ｉ

＾ 据张生合报道 ， 青海省鼢 鼠危害面积 １
． ０ ９ｘ１

． ２Ｄ 型 肉毒毒素防治高原鼢鼠的小区试验

ｌ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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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
２

，
其中青南和环湖地 区危害最严重 ， 形成了 大１

． ２ ． １ 小区试验地点

面积寸草不生的
“

黑土
”

，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 ２ ：

。试验地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 自 治州 贵南县塔 秀

高原鼢鼠不仅掘翻土壤 ， 埋没牧 草 ， 而且地下洞连 片乡 ， 地 处 西 倾 山 与黄 河之 间 （
Ｅ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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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网 ， 坍塌 冲失后表土流失 ，
造成新土裸露 ， 形成大犯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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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６６４９ ． ７１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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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海南

片裸地和秃斑地 ， 通过对高原鼢鼠 的大力 防治 ， 可有藏族 自 治州
，
约 占 全州总面积 的 １ ４ ． ４ ５％

， 东与黄南

效保护草地生态环境 ，
有 利于草地生境 的恢复和改藏族 自 治州泽库县为邻 ， 南与本州 同 德县 ， 西 与兴海

善 ， 遏制草地进一步退化 、 沙化 、

“

黑 土滩
”

化 ， 使县和共和县 ，
北与贵德县接壤 。 贵南县属高原大陆性

草地生境趋于 良性循环 。气候
，
冬长夏短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 适宜发展草

利用 肉毒毒素进行鼠害防治 已成为 当前的
一种趋原畜牧业 。 年平均 气 温 为 ２ ＿ ３ｔ

， 年极端最 高气温

势 ， 肉毒梭菌神经毒素是 由 肉 毒梭状芽孢杆菌产生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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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均 日 照时数为 ２９ＣＴ７ ． ８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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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抑制神经递质
——乙酰胆碱 的释放 ， 导致肌肉 麻发量为 １３７ ８ ． ５ｍｍ

；
气温低 ，

日照长 ，
辐射强 ， 降水

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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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Ｂ 、

Ｅ
、
Ｆ

、
Ｇ

， 可导集中 ，
雨热同季 ， 但降水不足 ，

蒸发量大 ， 属典型 的

致人的 肉毒 中毒 ，
Ｃ 、 Ｄ 型主要 引起鸟类 和动物 的 肉高原大陆性气候 ； 干旱 、 暴雨 ＇ 冰雹 、 沙尘暴等气象

毒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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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型 肉毒毒素灭 鼠剂就是利用 Ｄ 型 肉毒梭灾害频繁 。

菌所产毒素经过过滤 、 除菌而成的一种大分子生物毒１ ． ２ ． ２ 样方设计

素蛋 白灭鼠剂 ， 具有无残留 ，
不污染环境 ， 无二次中试验设 Ｄ 型生物 灭 鼠剂 Ａ

：Ｄ 型 肉毒毒素颗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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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丨
ｄ 型肉毒素杀灭高原鼢鼠小区试验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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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棵毒

试验用野生高原鼢 鼠捕捉 自 青海省大通县野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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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２０％Ｄ 型 肉毒毒素青稞毒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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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毒素青稞毒饵 ４ 个梯度及 ＣＫ
： 空 白对照 。 每小 区为 ３４３０￣ ９９５０ＭＬＤ

（小白 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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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体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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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ｍｘ５０ｍ ） 重复 ３ 次 ，

组 间随机排表 ２Ｄ 型肉毒灭鼠剂对高原鼢鼠的灌胃半数致死量叫测定

列 ， 各浓度组两两隔开 ，
并设标志旗 。 中 间设 ５ 〇 ｍ

Ｔａｂ ．
２ＴｈｅＬＤ

５０
ａｂｏｕ ｔｂｏｔｕｌ

ｉ
ｎｕｍ ｔ ｏｘ

ｉ
ｎｔ

ｙｐ
ｅＤ ｔ ｏ ｔｈｅ

ｐ
ｌａ ｔｅａｕｚｏｋｏ ｒ

宽的保护行 ， 外围设 ５０ｍ 宽保护行 ， 在行 间及外ＨＩｔａ別 动物数 平均体重 （ ｇ ）
繼 死亡数 （

只
） 结果

保护带均 以 Ｄ 型肉毒毒素颗粒毒饵进行防治 。 Ｇｒｏ ｕｐｓＡｎ ｉｍａ ｌＡｖｅ ｒａ
ｇ
ｅ （

ＭＬＤ／ ｋ
ｇ ）Ｄｅ ａｔｈｃｏｕｎ ｔＲｅｓｕｌ ｔｓ

１
．
２ ． ３ 试验区鼠密度调查 ｑｕａ ｎｔ ｉ ｔｙｗｅ ｉｇ

ｈ
ｔ
Ｄｏ ｓｅ

以划定的样方为单位 ， 试验开始前 ， 将样方内所１５２ １ ２ ． ２２１ ５０００／５

有新堆土堆ｆ平 ，
记录数据 ；

２ｄ 后 ， 再用红筷子标记２５２３０ ． ６４６４０３３／５

新堆土堆数 ， 记录数据并计算该试验区内鼠密度概况 。３５２０８ － ８１
００００３３／５

１ ． ２ ． ４毒饵配制
４５２５４ ． ６２ １ ５００５５／５

根据试验室内 Ｄ 型 肉毒灭鼠剂对高原鼢鼠的适 口＿

性试验 ， 在 Ｄ 型肉毒毒素颗粒毒饵的基础上做适 当调
２

＿
２ 小区防治试验结果

整 ， 配制颗粒毒傅 ， 用于高原齡 鼠的现地鼠害防治 。
ＤＭ毒毒素 颗粒毒＃平均 灭效 为 ８９ － ９３％

，

使用前 ， 鎌度梯度将 Ｄ 型肉毒毒麵注射器吸
０

．
１０％ 、 ０ ．

１ ５％
、
ａ ２０％ Ｄ 型 肉毒毒素 ３ 个浓度组 的

出 、 注人 ８０ｍＬ 自来水中
， 充分混匀 ； 将青稞倒入塑

平均灭效分别为 ８〇．６％ 、 ８９ ．１ ３％ 及 ８ ７ ． ７３％
， 而对照

料小盆中 ， 把混匀的毒素均匀加人到馆料 中 ， 边加边
组平均灭效为 ３２

．
７％

。 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
Ｄ 型 肉毒

拌制 ， 使每一粒饵料都沾到毒素 ， 拌制完毕后将毒饵
毒素颗粒毒饵灭效最好

’ 其次为 １ ． ５％Ｄ 型 肉毒毒素

装入一塑料袋中 ， 闷置 １ ２ｈ 后待用 （ 配制见表 １
） 。水剂 。

结论 ： 结合上述 Ｄ 型肉毒毒素灭鼠剂对高原鼢鼠

Ｔ ｂ
ｌ ＴＫｔ

ｈｏｄ ｆ^ ｆ！？半数致死量 （ ＬＤ５。 ） 的测定 以及小区防治试验
，
采用 Ｄ

Ｌ ａｂ ．ｉ Ｉ ｈｅ ｍｅｔ ｈｏｄｏｔｂａｉ ｔｍｉｘ ｉｎｇｗｉｔ
ｈ ｔ ｈｅ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ｄｅｎｓ ｉ

ｔ
ｙ ｔｏ ｘ

ｉｎ

—
—


ｉｉ

■

量 加綠 痛 放置时间
型肉毒毒素颗粒賴 （

２〇＿ＭＬＤ／ｇ ）或采用 〇．１ ５％

组 别（ ｒｎＬ ） （
ｍ Ｌ

）（
ｋ
ｇ

） （
ｈ

）浓度 Ｄ 型肉毒毒素拌制青稞毒饵 ， 其灭 鼠效果最佳 ，

Ｇｒ〇Ｕ
ＰＴｏｘａｎＷａ ｔｅｒＢ ａ ，ｔＴｉｍｅ可用于大面积高原鼢鼠的鼠害防治 。

〇 ．１ ０％ 浓度组

０ ． １ ０％Ｄｅ ｎ ｓｉ ｔｙ ？
Ｌ〇〇８〇Ｌ 〇丨 ２３讨论 与 分析

〇 ．１
５ ％ 浓度组

０ ．１ ５ ％Ｄｅ ｎｓ ｉ 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１ ５０８〇° １ ２３ ． １尚原齡

■

鼠 、 局原 鼠兔 （ ０ｃ／ｉ〇＿ａｃｚ／ｒｚｏｍ

＿

ａｅ ）及高原
〇 ． ２〇％浓麵２ ． 〇〇ｇ 〇Ｊ〇１ ２田鼠 （編― ｉ咖ｅ

）是青藏高原农牧区危害最为严重的
 ３ 种害兽 ， 据统计 ， 仅青海省 鼠害每年可消耗草地鲜

Ｌ ２ ． ５ 投药
—草量 １ ０８ ． ４９ 亿 ｋ

ｇ ，
因 挖 掘 洞 坑损 耗 的 鲜 草 量

采用有個投馆法 ， 在标
，
红模子的 有效土堆＆４５６ 亿 ４ ， 按每公斤鲜草 〇 １ 元计价 ， 每年仅新鲜

投放不同浓麵母辉 ， 根据有效洞探查 、 将投傅器深 牧草
一

项直接经济损 失就是 １ Ｌ ３ 亿多元
［ ６ ］

。 因此
入到 鼠＿ ， 酣＿？＿撤于有效＿

， 无论瓶生态雜安全还是从雜业经济角度上讲 ，

－

洞投放俾料 １ ０ ？

１５ 粒 ， 投放后用物块将洞 口封闭 。 鼠害问题都是青藏高原发展的关键问题 。 而 目 前 ， 在
投馆时将劳力每人剛 ５ｍ 左紐成

—

行边趙投 糊 Ｄ
＿毒毒雜治高願兔 、 颠酿方面已经

傅
，

。

队伍
＾
边各派 １ 人专做

＾
己 ， 以 防漏投和重投 。 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 ， 试验结果表明 ， 棚 Ｄ 型肉毒

在隔离带 同样施傅
，

１ｄ 内投完 。

＃素生物 灭 鼠剂防治上述害鼠 既能保证较高的灭效
１ ． ２ ． ６ 统计方

ｇ（平均在 ９０％ 以 上 ）
，
又能避免环境污染 、

二次 中毒
防治前 ， 采用 鲜土堆插旗计数法计算灭效 。等弊端 。 因此

， 本试验采廳恩 氏法测定了 Ｄ 型肉毒

２试验结果毒素对高原鼢鼠的灌 胃半数致死量 （
ｌｄ

５。
）

， 有试验结

果得知其 ＬＤ
５ 。为 ５８４０ＭＬＤ／ｋ ｇ 体重 ， 其敏感性与高

２
．
１Ｄ 型肉毒灭鼠剂对高原鼢 鼠敏感性测定结果原鼠兔基本相当 （ 高原 鼠兔 ＬＤ

５０为
５０ １０ＭＬＤ／ｋｇ体

试验测得 ，

１ ００３ 批 Ｄ 型 肉毒毒素对高原鼢 鼠的 重 ） ， 因此本试验首先从理论上证明了Ｄ 型 肉毒毒素
灌 胃半数致死量 ＬＤ

５ Ｄ为 ５８４０ＭＬＤ／ｋｇ 体重 ，
可信限 作为防治高原醒具有—■可行性。



李生庆等 ： 高原鼢 鼠对 Ｄ 型肉毒毒素的敏感性测定及小区防治试验２３

表 ３ 不 同浓度 Ｄ 型 肉毒灭鼠剂对高原鼢鼠的灭杀效果 （
０ ． ２５ｈ ｎｉ

２

）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ｄ ｉ ｆｆｅｒｅ ｎｔｄｅ ｎｓ ｉ ｔ

ｙ
ｂｏ ｔｕ ｌ ｉｎｕｍｔｏ ｘｉｎ ｔ

ｙｐ
ｅＤｋ ｉ ｌｌ ｉｎ

ｇ 
ｔ
ｈｅ

 ｐ
ｌ ａｔｅａ ｕ ｚｏ ｋ ｏｒ （ ０ ．

 ２５ ｈｍ
２

）

处理繼土職灭效 （ ％ ） 平均灭效 （ ％ ）

Ｔ ｈｅｃｏ ｕｎ ｔｏｆ ｍ ｏｕｎｄＴ ｈｅ ｃ ｏｕ ｎ ｔｏｆｎｅｗｍｏ ｕ ｎｄ

Ｍａｎａ
ｇ
ｅＲｅ

ｐ
ｅａ ｔＴｈｅ ｎｅｗｍｏ ｕｎｄＥ ｆｆｅｃ ｔＡｖ ｅｒａ

ｇ
ｅｅｆｆｅ ｃｔ

ｂｅ ｆｏｒｅ
ｐ

ｒｅ ｖｅｎ ｔａｆｔｅｒ
ｐ

ｒｅｖ ｅｎ ｔ

Ｉ８ ７１ ３０１ ００ ．０

ＡＩＩ７ ８９２７７ ．８８９ ．８３

ＩＤ７３１ ２１
 ９ １ ．７

Ｉ５７８ １８７ ．５

Ｂ ＩＩ５６１ １３ ７２ ．７８０ ．０６

１４ ７１ ０２ ８０ ．０

Ｉ６９９ １ ８８ ．９

ｃｎ７ ５１ ５２ ８６ ．７８ ９ ． １ ３

瓜５ ３１ ２１９ １ ．７

Ｉ５０８１ ８７ ．５

ＤＩ６８１ ０ １９０ ．０８ ７ ．７３

ｎ ｒ８４ １
４２８ ５ ．７

Ｉ４４Ｉ Ｉ８２７ ．３

ＣＫＩＩ３ ９８５３ ７ ．５ ３ ２ ．７０

１５ ６１ ２８３ ３ ．３

注 ： Ａ 为颗粒毒饵 ， Ｂ 为 ０ ． １０％浓度组 ，
Ｃ 为 Ｏ ． Ｉ ５ ％浓度组 ，

Ｄ 为 ０ ． 〇２％ 浓度组 ， ＣＫ 为空白 对照

Ｎｏｔｅ
：Ａ ：Ｐｏ ｉ ｓｏｎｂａｉ

ｔ
，Ｂ ：０ ．１

０％Ｄ ｅｎ ｓ ｉ ｔｙｇ
ｒｏｕ

ｐ ，Ｃ ：０ ．１ ５％Ｄｅｎｓ ｉ ｔ

ｙｇ
ｒｏｕ

ｐ
，Ｄ ：０ ．

 ２０％Ｄｅｎ
ｓ ｉ ｔｙｇ ｒｏ ｕｐ ，ＣＫ

：Ｂ ｌａｎｋ ｃｏ ｎ ｔｒｏ ｌ

３
．
２ 高原鼢 鼠是一种 啮齿类野生动物 ， 其野外捕捉有两个活动盛期 ，

４ ￣ ６ 月 为第
一活动盛期 ，

主要为寻

及试验室驯养十分困难 ， 我们通过本次试验 中高原鼢求配偶 、 交配 、 产仔和哺乳行为 。 第二活动盛期为 ９

鼠的现场抓捕并结合高原鼢 鼠的相关习性 ， 专 门研制￣１ 〇 月 底 ， 用于建窝修巢储备越冬食物 。 两个活动盛

了
一种高原鼢鼠野外活体捕捉定位仪 ， 该仪器大大地期即为危害盛期 ， 推土造丘和啃食牧草对草原形成剧

提高了活体高原鼢鼠的抓捕效率 ， 节约人力 ，
保证了烈破坏 ，

因此
， 对于高原鼢鼠的防治时间

一定要选在

试验用 鼠的按时供给 ， 该设备正在 申请国家实用新型高原鼢鼠活动频繁的季节 ，
即 ４ 月 中下旬 ￣ ５ 月 １０ 曰

专利 ， 并已受理 。 另外 ， 高原鼢 鼠在试验室驯养过程前的交配高峰期 和越冬前贮备食物的 秋季
＿ 初冬时

中 ，
建议在词养笼内 防治

一定厚度的较湿润的泥土 ，期 。 这两个时期高原鼢 鼠活动时间长 、 范 围广 ， 是灭

不仅保证了高原鼢鼠的生活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 ，
而治高原鼢 鼠 的最佳时期 。 特别是交配 高峰期 时的灭

且高原鼢 鼠在 泥土 中不断拱土 ， 也能提高其运动活治 ， 基本上人为地切断了高原鼢鼠 的繁殖链 ， 对高原

力 。 驯养期间 ，
我们还利用本试验室 自 制 的颗粒饵料鼢鼠防治 起 到事半功 倍的 作 用 。 张 同作等研究 表

进行伺喂 ，
适 口 性良好 ， 大大改善 了高原鼢鼠 的营养明

［
８

］

，
春季时候 ，

高原鼢鼠经过一个冬季 的消耗 ， 其

状况 ，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原鼢 鼠的 自 然死亡率 ， 洞 内贮存的食物已消耗殆尽 ， 其体能极大的下降 。 因

保证了试验数据的精确性 。此在春季土地解冻之后 ，
它迅速而频繁地出 外取食 ，

３ ． ３ 据唐忠 民等的研究报道
⑴

，

一

年中 ， 高原鼢 鼠借以补充体能并得以迅速恢复 。 而这个时候它所能够



２４野生动物学报Ｃ ｈ ｉｎｅｓ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Ｗ ｉ ｌｄ ｌ ｉｆｅ２０ １ ６
，３７（

１
） ：２０

－ ２４

摄取的食物非常有限 ， 这就迫使髙原鼢鼠必须通过更吻拱土留下的半月形的吻印 ， 吻印深的
一

方或洞道壁

频繁的活动和更长距离的移动来达成 目 的 ， 因此
，
它草根指向 的

一方就是高原鼢鼠离开主巢 ， 外出活动的

被灭杀的几率就更大 。 另外 ， 因为春季正值高原鼢鼠方向 ， 只要把抓捕器安放在这个方向的洞道 口
， 外 出

繁殖高峰期 ， 它们追逐异性 、 交配等
一系列的繁殖行活动后回巢的高原鼢鼠即被捕捉 。

为必然增加它们 的活动量 ， 因而导致它们被灭杀 。 而

在秋季时节 ， 高原鼢鼠的繁殖活动 已全部结束 ， 体能参考文献 ：

也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和发展 ， 此时外界食物丰富 ， ［
】

］
刘立绪 ． 浅 谈青 海省高原鼢鼠防治 ［ Ｊ ］ ． 青海草业 ，

２〇 〗３
，２２

它们的活动必然减少 ， 因此被杀灭的几率大大下降 。（
２ ）

：

３６
＿

３８ －

在实际生产 中
， 防治高原鼢鼠的季节应以 春季为先 ，

［
２

］
张生合 ’ 任程 ， 關 民

’
等 ． 青海 省草地 鼠害 防治及今后设想

此次小区防治试验我们选择于 ５ 月 上 旬进行药物投
ｒ
３ ｌ

Ｗ
＇？

＾
２〇〇 １

＇

１ 〇
（
２

）
；

２２ 
－

２４ －

［

＿

３ ＪＬａｍａ ｎｎａＣ ．Ｔｈｅｍｏ ｓ
ｔ
ｐ

ｏｉ ｓｏｎｏｕｓ
ｐ

ｏ ｉ ｓｏｎ ［ Ｊ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１９５９
，１

３０

放 ，
灭 鼠效果较理想 Ｄ

（
１ ３０

） 
：７６３

－

７７２ ．

３
． ４ 髙原鼢鼠相较于高原鼠兔及高原 田 鼠 ， 最大的［

４ ］Ｈ ａｂｅ ｒｍａｎｎＥ
，Ｄｒｅ

ｙ
ｅｒＦ ．Ｃ

ｌｏｓｔｒｉ
ｄ

ｉａｌ ｎｅｕ ｒｏ ｔｏｘ ｉｎｓ
：ｈ ａｎｄｌｉｎ

ｇａｎ
ｄａｃ

－

特点在于它常年生活在地表之下 ，
无法准确判 断其具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 ａ ｎｄｍ ｏｌｅｃ ｕ ｌａｒ ｌｅｖ ｅｌ

 ［
ｊ

］
．Ｃ ｕｒ ｒｅｎ ｔＴｏ

ｐ
ｉｃ ｓ ｉｎ Ｍ ｉｃｒｏ－

体的生活区域
， 那么利 肉毒毒素灭鼠剂进行高原鼢鼠

ｂ ｉｄｏ
ｇｙ
＆ Ｉｍｍｕｎ ｏ ｌｏ

ｇｙ ，

〗 ９８ ６
，１２９

（
４

） ：９３
－

〗 ７９ ＿

的大面积鼠害防治
， 防效高低的关键是能否准确的找

Ｔａｋｅｄａ Ｍ
’ＴＳＵ ｋ＿ｔｏ Ｋ

’Ｋｏｋｉａ Ｔ
’ｅ ｔ ａ ｌ ＿Ｃｈａ—ｔｅｒｉｍｋｍ ｏ ｆ ｔ ｈｅ

到有效的鼠道 ， 并将毒饵投放于害 鼠 活动的 洞道 内 ，
＾＿ｘ ｉｎ

ｆ
ｍ）（

ｌｕｅ ｅｄ ｂ
ｙ
Ｍａｔｅｓａｓｓ＾ａ

ｔ
ｅｄｗ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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