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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地鼠害防治与研究的

发展阶段及特征

苏军虎!

!

$

!刘荣堂!

!

$

!纪维红$

!焦 婷!

!

$

!蔡卓山!

!

$

!花立民!

!

$

#

!6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草业工程实验室 中美草地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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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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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梅西大学草地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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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教学"科研"管理及生产管理的实践!分析了我国草地鼠害防治与研究的发展历史!将我国草地

鼠害防治与研究史划分为
7

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自然生态调控阶段"基于预防医学的鼠害防治阶段"以化学药物

为主的草地害鼠防治阶段"草地鼠害的综合防治#

0(8

$阶段及草地鼠害的精确性可持续控制阶段!并界定了各个

阶段的标志性时间段!概述了每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对策和防控技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活动及重要论著%

关键词!草地鼠害&鼠害防治&鼠害研究&发展历史&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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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害鼠是草地啮齿动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

和农田啮齿动物&森林啮齿动物一样同属啮齿动物

不同的经济类群'草地鼠害是草地害鼠对草地生态

环境#包含人&畜和野生动植物等%的危害性影响"是

一种重要的生物灾害"也是人们对草地害鼠作用性

质的定位'

我国啮齿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

世

纪
#

公元前
!!

世纪的殷商文化时代'在安阳殷墟

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文中"就有分别代表啮齿动物

的跳鼠&鼠兔和兔的象形文字"其后就陆续出现了有

关鼠害和先民们初具防鼠&灭鼠意识的记载(

!;%

)

'作

为啮齿动物的一个特定类群"草地害鼠&鼠害及其防

治与研究的历史随着现代草业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

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草地害鼠和鼠害发展的历程以鼠传疾病和破坏

草地资源为标志'人类对鼠传疾病&害鼠破坏草地

资源"以及应对策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为告诫人们*以史为鉴&知兴替+"本研究对数十年来

所积累的有关草地害鼠和鼠害的史料&事实等重大

事件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探索草地鼠害发生与发展

的连续性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对

各阶段鼠害状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科学研究状况

及人们采取的防治措施等进行综合分析"尽可能以

史料形式加以表述"以期为今后草地鼠害教学&科研

和草地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将我国草地鼠害防治与研究的发展过程

划分为以下
7

个发展阶段'

!

!

草地鼠害的自然生态调控阶段 "

!"#"

年

以前#

!6!

鼠害管理体制
!

!<:<

年以前"我国广大牧区

基本属于自然经济格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

地大部分归部落头人和寺院所有"以游牧为主"生产

自给自足'在这种体制下"草地害鼠和鼠害问题尚

不足以引起生产和管理者的重视"鼠害管理基本处

于无政府状态'

!6$

鼠害的基本情况
!

国内一些历代农书"地方

史&志和药志多有关于这一阶段鼠类危害&生活习性

及防治和利用等方面的记载"但限于当时的认知水

平"史料仅仅记载了以鼠疫流行为主的害鼠大发生

时的情形'这一阶段"在陕&甘&青&宁四省尽管鼠害

年年有"但平均
$&6&:

年才会发生一次大灾"在宿主

种类&种群密度&鼠疫流行范围&灾害程度及防控措

施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准确&详细的描述(

:;"

)

'

!6%

科学研究概况
!

在
$&

世纪
$&

年代"国内就

有一些鼠类方面的研究工作"

%&

年代出现了一些早

期有关啮齿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研究的论文"但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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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战争而未得以继续(

';9

)

'

$&

世纪
:&

年代末"纪

树立&杨新史&胡汉升和时敏言等学者先后从预防医

学的角度对害鼠和鼠害研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

)

'

!6#

主要特点
!

这一时期"草地面积大"牧区人口

少"草地负荷轻"害鼠对草地生态环境的危害问题不

突出'人们对草地害鼠和鼠害的认识主要局限于诱

发鼠疫病的鼠类和鼠疫病本身的危害性"对害鼠和

鼠害问题无可奈何'加之神权和迷信思想的统治"

导致防鼠&灭鼠意识不强"甚至对草地害鼠采取不杀

生的*保护+措施"让草地害鼠及其造成的灾害自生

自灭'草地害鼠种群消长主要依赖于密度制约因

素&鼠类天敌#致病微生物&蛇&食肉兽和猛禽等%&鼠

间流行性疾病和各种自然灾害#暴雨&洪水和低温寒

冻%等因素的自然生态调控'

$

!

基于预防医学的鼠害防治阶段"

$&

世纪

'&

年代初到
(&

年代中期#

$6!

鼠害情势与防治体系建立
!

据史料记载"

!<&&#!<:<

年间"鼠疫波及全国
$&

个省#市%"发病

人数在
!7&

万人以上"导致
!&&

多万人死亡(

!:;!7

)

'

!<:<

年
!&

月
$'

日"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

定采取特急措施"扑灭察哈尔#今张家口
#

内蒙古地

区%发生的鼠疫"灭鼠防疫工作从此进入国家议事日

程'

!<7!

年
:

月"卫生部公布了.关于健全和发展

全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接着在全国开展了卫生防

疫事业的组织和法制建设"各地&县级人民政府相继

成立了卫生防疫站"专司鼠害防治与管理工作'

!<7$

年
!$

月"毛泽东主席为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大会题

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周恩来总理做大会报告"总结

了反细菌战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

!";!9

)

'

$&

世纪
"&

年代初"一些牧区害鼠对草地植被

和水土保持的危害日显突出"个别地区地面活动的

害鼠相对鼠密度可达到
7I

#

9I

夹次#夹日捕获

率%"危害严重'

!<7"

年党中央国务院把除四害列

入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及相关文件中'

$&

世

纪
"&

年代中后期"各省&地&县级草原站陆续建立"

并与卫生防疫系统共同承担起了草地鼠害防治任

务(

!<;$&

)

'

$6$

害鼠和鼠害的防治与研究
!

$&

世纪
7&

年

代初期"有关鼠类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开始起步"

并相继取得了首批基础性成果'我国著名的动物生

理生态学和生物学教育家孙儒泳教授在
!<7:#

!<79

年的博士论文中就以大量试验数据证明"栖息

在相距
!!&J=

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显著的生理生

态特征的地理变异"这为兽类地理物种形成假说提

供了生理生态学证据"被苏联生态学家纳乌莫夫的

.动物生态学/所引用(

!9

)

'其后"以寿振黄&朱靖&夏

武平&汪诚信和罗泽繤等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在

继续加强预防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啮齿动物

分布与区系调查&啮齿动物防治及种群生态学等方

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成果(

!<;$%

)

'

!<":

年"虽然社会经济条件极其艰苦"但在任继

周教授的积极倡导下"甘肃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农牧学

院的草原专业设立了.草原保护学/课程"为草地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

)

'

$6%

主要特点
!

这一阶段草地害鼠和鼠害防治以

预防医学为主要出发点"主要由各级卫生防疫机构

组织实施'除自然疫源地外"草地害鼠对草地生态

环境的危害是少数区域发生"个别地方严重"并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特点'一些研究报告和专著中陆续出

现了 *草原害鼠+的概念'在牧区以黑线姬鼠

#

!

"

#$%&'()

*

+)+,'(

%&旱 獭 #

-)+&#.)

%&黄 鼠

#

/

"

%+&#

"

011'(

%&沙鼠#

-%+,#2%(

%&田鼠#

-,3+#.'(

%

和鼠兔#

430#.#2)

%等多种草地害鼠#疫源动物%为主

要防治对象'鼠害防治以技术含量较低的人工土法

捕杀和
!&9&

&安妥&碳酸钡&红海葱&砒霜&磷化锌及

氯化苦等高毒速效杀鼠剂药物毒杀为主(

!:

)

"防治规

模仍不足以遏制鼠害的发展势头'这一阶段害鼠和

鼠害科学研究蓬勃发展"以草地害鼠和鼠害为主体

的草地保护学逐渐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草地保护

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应运而生'

%

!

以化学药物为主导的草地鼠害防治阶段

%6!

鼠害的基本情况
!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至

'&

年代末期"随着草地载畜量的逐年递增及各种人

为扰动因素影响增强"促使草地退化加剧"造成了草

地害鼠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失衡"并诱发鼠灾'据灾

区牧民反映"*以前是好几年才能看到一次#鼠害%"

现在几乎是年年如此+

(

!:

)

'自
'&

年代末开始"我国

草地鼠害基本趋于持续危害态势'灾害发生范围遍

及全国各大牧区和各主要草地类型"年均发生面积

$&&&

多万
C=

$

"鼠灾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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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鼠害管理及目标
!

这一阶段"我国经历

了
!&

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摧残和

破坏"各项工作停滞不前"但鉴于草地害鼠的特殊危害

性"国家卫生部仍坚持每年下达任务"并由各级卫生防

疫站继续组织实施鼠害防治'

"&

年代末"农业部开始

将防治草地鼠害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生产措施纳入草地

管理中"每年下达防治任务"安排专项防治经费"并突

出控害减灾&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防控目标"具体由各

级草原站组织实施草地鼠害防治工作(

!

"

"

)

'

%6%

鼠害防治技术和防治对象
!

随着化学药物

工业的快速发展"鼠害防治除采用传统的人工捕杀

方法外"一些急性杀鼠剂也得到了快速普及"如磷化

锌&毒鼠磷&氟乙酰胺&氟乙酸纳&甘氟&毒鼠硅和

KK+

等'防治对象均为各地草地优势种害鼠-内蒙

古以布氏田鼠#

-,3+#.'(5+)2$.,

%和东北鼢鼠#

-

6

7

#(

"

)1)8

"

(,1'+'(

%为主"宁夏&河北&晋北和陕北以

黑线姬鼠&黄鼠&沙鼠为主"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和

西藏则以旱獭&兔尾鼠#

9)

*

'+'(

%&鼠兔&鼢鼠#

:#(7

"

)1)8

%&黄鼠&沙鼠为主'

但过分依赖化学药物"使害鼠防治走入了歧途'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较有效地控制了草地鼠害所造成

的损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抗性产生&

次要害鼠爆发&耐药种群形成&植病生理小种演变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显(

"

)

'

%6#

科学研究概况
!

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文化

大革命%"夏武平教授与他的工作团队并未停止对草

地害鼠与鼠害的科学研究'

!<"$

年他协助寿振黄

教授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动物生态学研究室"主

要研究啮齿动物'

!<"%

年他在内蒙古草地及农牧

交错区先后建立了两个长期定位工作点"建立了鼠

类营养分析室&生理生态实验室和鼠类行为观察池'

$&

世纪
'&

年代初"他精心推动并指导了对新疆小

家鼠#

-'(&'(3'1'(

%种群动态连续
!"

年的观测&对

青海高寒草甸高原鼠兔#

4;3'+<#2,)%

%与高原鼢鼠

#

:#(

"

)1)85),1

6

,

%的长期研究等一系列具有前瞻

性&开拓性的工作'

!<'"

年他亲自主持在青海海北

创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期间先后编辑

并出版了
:

集.灭鼠和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

(

%&;%$

)

'

同一时期"孙儒泳教授对长爪沙鼠#

-%+,#2%(

'2

*

',3'1).'(

%代谢率&布氏田鼠的婚配制度和繁殖

行为&高原鼠兔的繁殖与神经内分泌机制"以及小家

鼠的行为发育&化学通讯&亲缘识别等行为生态学的

前沿研究均颇有建树(

!

)

'

!<'9

年
!$

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卫生

部在无锡召开*除四害+科研会议"成立了全国性鼠&

蝇&蚊&蟑螂防治及杀虫药械专题组'

!<'<

年
!$

月

汪诚信教授积极倡导"在厦门市召开*文革+后首次

全国灭鼠学术讨论会"随后开展了科研协作攻关'

从此"有关草地害鼠和鼠害研究的论著逐渐增多'

%6'

主要特点
!

该阶段我国草地害鼠的自然生态

调控机制失衡"鼠害迅速蔓延"发展势头迅猛"鼠害

区域地面活动的害鼠平均相对密度为
"I

#

!!I

夹

次"鼠害周期缩短"并趋于持续危害的态势'各级行

政部门下设草原站"组织实施草地鼠害防治工作"使

草地鼠害防治进入常态化'一些急性剧毒杀鼠剂得

以快速普及和应用"并由此引发了抗药性&耐药种群

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在*文革+极其艰难

的社会条件下"草地害鼠和鼠害科学研究虽受影响"

但没有停止'

#

!

草地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阶段

#6!

鼠情和害情
!

$&

世纪最后
$&

年#

!<9!#

$&&&

年%"国内草地害鼠种群数量和危害均已达到

了空前程度'随着诸多扰动因素#杀鼠剂污染等%的

进一步增强"害鼠感受到生存风险而迁移"致使鼠害

迅速蔓延"全国草地鼠害发生面积年均超过
%&&&

万
C=

$

'在一些草地鼠害高发区和重灾区"地面害

鼠种群密度相对值普遍达到
9I

#

$&I

夹次"鼢鼠

绝对密度高达
"&

#

!9&

只0

C=

#$

"普遍超过经济损

害水平"局部地区甚至接近或达到环境容纳量'在

主害区"害鼠对草地平均破坏率达
!%I

左右"严重

时可达
"&I

'由于害鼠觅食&挖掘等行为给草地资

源持续利用&草地生态环境安全和草地畜牧业经济

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

"

%%

)

'

#6$

应对策略及防治与科研发展的新时期
!

农牧渔业部于
$&

世纪
9&

年代初"组织了多次农牧

区鼠害调查活动'

!<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

(

%:

)颁布'根据草原法"农业部于
!<9'

和
!<99

年先后出台了.草原治虫灭鼠实施规定/

(

%7

)和.草原

鼠虫害预测预报试行规程/

(

%"

)

"并于
!<9"

年召开了

全国农牧区鼠害防治学术讨论会"确认鼠&虫&病和

杂毒草为农牧区四大生物灾害'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和农业部也从
!<9"

年开始的*七五+计划起"在科

技攻关&重大科技&草地生态环境建设&牧区科技示

9!!!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范&农业行业及科技扶贫等项目中"都专门设立了一

系列草地鼠害及其防治研究课题'通过科研赋予了

综合防治的生态学内涵"由此引发了*

0(8

+研究高

潮"先后建立了综合防治的技术框架和高原鼠兔&高

原鼢鼠&长爪沙鼠等
9

种优势种草地害鼠的预测模

型"且已经或正在逐步减少化学杀鼠剂的应用'所

有这一切都体现出我国草地鼠害的研究工作和其它

学科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

'同时"大量论

著相继问世"其中.草原保护学/教材#一套
%

册%&

.草原鼠害及其防治/和.草原鼠类生态学及其防

治/&.新疆北部地区啮齿动物的分类与分布/&.害鼠

的分类测报与防治/&.啮齿动物生态与防治/等教材

和专著堪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

年"

在
!'&

多个出版单位的
!<&&

余种刊物上发表的有

关啮齿动物#含草原啮齿动物%论著数达
"&&

多篇

#部%

(

!

)

'

基于以往鼠害防治的经验教训"在这一阶段我

国特别重视草原鼠害的综合防治"从种群&群落和系

统
%

个层面分别操作和实施"并着力协调生物防治

与化学防治的方法'与此同时"人们更注重多种有

效方法的结合"反对使用单一方法'

#6%

综合防治#

0(8

$逐渐成为草地鼠害防治

的主体技术
!

该阶段取缔并禁用了砒霜&氟乙酰

胺&氟乙酸纳&毒鼠硅和毒鼠强等剧毒鼠药"大力推

广应用杀鼠灵&杀鼠迷&敌鼠钠盐&氯敌鼠&溴敌隆&

鼠得克&杀它仗&硫敌隆和大隆等第一&二代抗凝血

杀鼠剂#慢性杀鼠剂%"并以此逐步取代磷化锌&毒鼠

磷&甘氟等急性杀鼠剂'在主要牧区的草地灭鼠中

大力推广应用
,

型和
K

型肉毒素等生物杀鼠剂&利

用天敌动物灭鼠#如招鹰控鼠%和人工捕鼠'同时采

用围栏封育&禁牧休牧和培育草地等农业技术措施

破坏鼠类栖息地'积极研发利用沙门氏杆菌&植物

源杀鼠剂及各种不育剂#化学不育剂&植物型不育

剂&以性激素为主剂的抗生育剂&不育疫苗&忌避剂

和引诱剂等%等多种方法控制害鼠的种群数量'同

时还开展通过释放携带致病&致死和不育基因的个

体"进而增加野生种群的死亡率或降低其出生率的

遗传控制方法'此外"根据鼠类的生活习性"加强和

改进了施药技术"包括毒饵制作技术和投毒方式等

以提高灭鼠的效果&效率和安全性'这一系列措施

为进一步开发&应用综合防治#

0(8

%技术防治草地

害鼠和鼠害奠定了基础(

:!;:7

)

'

#6#

主要特点
!

这一阶段"鼠灾孕灾环境趋于稳

定-

!

%草地快速退化"有利害鼠生存$

$

%害鼠已失去

自然生态调控机制"种群数量激增"为鼠灾爆发储备

了鼠源$

%

%鼠类区系组成丰富"致灾鼠种多$

:

%多种

害鼠生态位广"分布区相互重叠"为交叉致灾创造了

有利条件$

7

%鼠灾作为主导性灾害诱发泥石流&水土

流失&草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等次生灾害"形成灾害链

及恶性循环'同时"草地鼠害常态化&灾害范围扩大

化&灾害等级趋高"已形成了固定的害鼠和鼠害危害

模式-

!

%害鼠挖掘活动造成大量的鼠荒地和风蚀突

破口"摧毁生草层"使大片草地&草甸和灌草丛等固

有的自然景观沦为荒漠化$

$

%害鼠猖獗活动造成大

量鼠洞&鼠丘&塌陷洞道&秃斑&冲沟&枯草残丘&灌草

丛沙堆和各种侵蚀痕迹"使地面千疮百孔&凹凸不

平"支离破碎"形成了鼠害草地特有的微地貌景观$

%

%简化植物物种多样性"改变植被成分"影响群落结

构的稳定性"促使植被退化演替"使草地生产能力下

降"草地资源总量减少$

:

%造成草地不够用"迫使牧

民不断转移牧场"增加了劳动强度&生活艰难程度和

不可避免的经济损失"导致灾区牧民生活贫困化'

可喜的是鼠害防治工作组织严密"加之科研&教学&

推广等部门协作研究"突显了草地害鼠和鼠害的综

合防治技术"并使该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多项

鼠害监测&防治标准和技术规程相继出台"科学研究

逐渐步入现代化"成果卓著(

!

"

"

"

$:

"

77

)

'

'

!

草地害鼠和鼠害的精确性可持续控制阶段

'6!

害情持续发展
!

$!

世纪以来#

$&&!

至今%"

随着气候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及人类影响范围持续

扩大等因素影响"草地鼠害也呈强势发展势头'农

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对关于*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

报告+资料显示"从
$&&'#$&!!

年间"全国草地鼠害

发生 面 积 依 次 达 到 了
%9<:

万&

%"'769

万&

:&9'6$

万&

%9"'69

万和
%9'$6:

万
C=

$

'草地破

坏率为
$&I

#

%&I

"严重时可达
97I

#黑土滩或鼠

荒地%"数据表明"草地害鼠和鼠害已演变成了重大

生物灾害(

:<;7%

)

'

'6$

鼠害防治的指导性策略
!

新世纪以来"*精

确性可持续控制+#图
!

%已逐步形成草地害鼠与鼠

害防治的指导性策略(

7:

)

'该策略以综合防治为主"

但对*综合+有了深入理解"进而赋予其一系列现代

生态学的新理念-

!

%以*防控+&*防治+和*控害减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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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概念替代传统的*灭鼠+概念$

$

%防控的精确性要

求"即-时间精确&空间精确&靶子精确&措施精确和

控制量精确等内容"同时推广应用*

%/

+和各种传统

技术对害鼠和鼠害进行监测&预测和预报"重视草地

害鼠的经济阈值和理论防治指标等量化研究工作$

%

%防控的可持续性要求"即着眼于草地畜牧业的可

持续发展"兼顾当前和长远效益"国家&集体和个人

效益的统一"环境与经济效益的代际公平性"既保障

生物食物链的完整性#预防物种绝灭风险%"又不威

胁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还为生态环

境安全提供保障(

77;"7

)

'

图
!

!

草地害鼠和鼠害可持续控制技术框架图$

'#

%

)*

+

,!

!

-./01023*4356/784298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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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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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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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草地鼠害防控的组织管理
!

从这一阶段开

始"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对草地害鼠和鼠

害防控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领导和组织管理-

$&&!

年

9

月"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北

方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现场会$

$&&$

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草原法/"将草地鼠害防治

纳入了法制管理$同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草

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

$&&:

年农业部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草原鼠害防治&强化鼠情监测

等工作$

$&&7

年
7

月农业部畜牧总站在青海省贵德

县组织召开了*草地无鼠害示范区+建设研讨会$

$&&"

年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编撰并出版了.全国草

原监测技术操作手册/$从
$&&'

年开始"由农业部畜

牧业司负责"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具体组织&协调和

指导"全国畜牧总站承担技术支持与服务工作"每年

都在全国
$%

个主要省#区&市%的草原开展包括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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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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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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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

期%

害鼠与鼠害在内的*草原监测工作+$

$&&9

年
:

月"

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全国草原检测工作方案/"将

草地鼠害作为主要监测内容之一$自*十五+以来"农

业部办公厅每年都下达草地鼠害防治任务$

$&!&

全

国畜牧兽医总站在新疆召开了.加强草原鼠害防治

工作/会议"提出了*逐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进一

步提高生物防治比例&推进生物防治示范县创建和

加强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四项草地鼠害的防控措施'

'6#

鼠害防治水平提升!科学研究稳步发展

!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

高"在将以往的基础研究转入科学管理"全面提升草

地鼠害防治水平的同时"相关科学研究亦呈稳定发

展态势'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

%害鼠的遗传特性&基

因及生理结构$

$

%可用于开发生物杀鼠剂的动植物&

微生物和寄主植物的生物活性物质结构&营养与抗

性$

%

%利用各种方法估计种群动态与时空的关系$

:

%

害鼠种群内及种群间相互排斥和相互依存的内在&

外联关系"包括信息作用&食物链及寄主生理状态

等$

7

%探索孕灾环境&成灾规律和各种防治手段的协

调使用$

"

%对重大灾害采用*

%/

+等先进技术建立综

合管理系统模型&灾害预警和专家决策系统等'这

一阶段的科研项目数&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科研

经费的投资力度&科学研究的论著和论文数均居各

发展阶段之首(

"

"

!9

)

'

'6'

主要特点
!

这一阶段"草地鼠害已经发展成

为重大的生物灾害'在一些灾害常发区和主害区"

$

&

%

级危害面积比
$&

世纪末增加了
:69

百分点"

地面害鼠相对种群密度高达
!&I

#

%&I

夹次"全国

草地鼠害发生面积在
%9&&

万
C=

$ 左右'防治策略

以*防+&*控+替代*灭+"并对综合防治#

0(8

%赋予了

*精确性可持续控制+&*草地生态系统安全+和*草地

生物食物链完整+等科学内涵'草地鼠害监测&鼠害

预测预报&灾害预警&灾害防控标准&技术规程&控害

减灾措施&防控任务及防控经费等都实现了常态化和

制度化"随之诞生了一些专门的防控企业"使草地鼠

害防控呈现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应用现代生物学和

生态学等理论"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和信息系统等现代

技术手段的优势"广泛&深入开展草地害鼠和鼠害的

科学研究"其中"生物防治&生物源杀鼠剂&不育剂&鼠

灾发生发展规律和鼠荒地生态修复都是研究的热点

和重点'同时"与之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研

究成果转化都达到了空前深度和高度(

!

"

""

)

'

(

!

结论

*草地害鼠与鼠害+一词首次出现于
$&

世纪

"&#'&

年代"到
$&

世纪末才逐渐形成科学概念"并

独立于一般啮齿动物而被广泛应用'它与草业科学

发展有一定相关性"但发展过程相对滞后'

根据草地害鼠种群数量&危害形式&危害程度的

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人们对其认识和采取的管理与

防治措施和科学研究进程"特将*我国草地鼠害与防

治研究+划分为
7

个发展阶段-

!

%草地鼠害的自然生

态调控阶段#

!<:<

年以前%$

$

%基于卫生防疫的草地

鼠害防治阶段#

$&

世纪
7&

年代初到
"&

年代中期%$

%

%以化学药物为主的草地鼠害防治阶段$

:

%草地有

害生物的综合防治阶段#

$&

世纪最后
$&

年%$

7

%草

地害鼠和鼠害的精确性可持续控制阶段#

$!

世纪以

来%'

各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阶段害鼠及其危害基

本依靠自然生态调控"自生自灭$第二阶段"从预防

医学角度开展鼠害防治与管理"因而全国卫生防疫

系统的鼠防组织和法制建设比较健全$第三阶段"潜

在的鼠疫流行和现实的害鼠破坏草地双重危机并

存"鼠防逐渐转由农业管理系统组织实施"用急性剧

毒杀鼠剂灭鼠比较盛行"却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生态

学问题$第四阶段步入了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防

治#

0(8

%"并逐渐以*鼠害防治+取代*灭鼠+概念$第

五阶段对综合防治#

0(8

%赋予了*精确性和可持续

性+等一系列生态学内涵"充分保障生物食物链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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