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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捕鼠（trap⁃barrier system，TBS）技术是近年来

国际上兴起的一项农田鼠害控制技术，是国际公认的

无公害控鼠技术，具有易操作、防效好、成本低、无污染

等优点，适用于种植作物基本一致、鼠类危害较重的连

片农田。其原理是在保持原有生产结构与措施的前提

下，不使用杀鼠剂和其他药物，利用鼠类沿障碍物边缘

运动的行为特点，在布设捕鼠器的围栏内种植诱饵作

物，对鼠类进行诱捕［1-2］。

天津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占地 16.7 万 hm2，是该地

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近年来，天津地区农用耕地

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产环境和田间管理措施变化较

大，加之目前农田系统未采取任何的防鼠措施，使农田

鼠害聚集在一起，特别是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黑

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为

探索TBS技术在天津地区玉米田应用效果，以便采用

新的技术控制鼠害，保护玉米生产安全，笔者于 2011
年5－11月进行了控制玉米田鼠害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在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前

桑园村进行。该村常年以种植玉米作物为主，其中玉

米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80%以上。农区害鼠主要

以大仓鼠（Tscherskia triton）、褐家鼠、黑线姬鼠为主。

鼠密度＞8%，试验地块及附近未进行其他任何灭鼠

活动。

1.2 对照区选择 在距离试验地500 m的地区选取鼠

密度及种植作物相同，连片面积在 33.33 hm2以上的 3
块玉米田作为对照地块，其中一个对照区未进行任何

灭鼠活动，一个对照区采取毒饵站化学控鼠技术防治，

另外一个对照区采取夹夜法控鼠技术防治害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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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围栏的建设 2011 年 5 月在选定的田块中建

立 TBS，其大小距离见图 1。TBS 的面积与辐射面

积为相应完整地块，TBS 周边无沟渠，埋于地下的部

分深度＞20 cm（图 2），用铁棍固定，捕鼠器的上端

开口与地面齐平，且位置要合理分布在围栏的边缘

（图 3）［6-7］。

1.4 调查方法和结果记录

1.4.1 控效研究 TBS 试验区从作物播种后至成熟

期，每天 07：00－08：00 派专人检查捕鼠器的捕鼠情

况。夹夜法对照区从播种开始连续布夹至玉米成熟

收获，诱饵为炒熟的花生米，布放 1夹/5 m，每行夹距

10 m，当天17：00－18：00布夹，翌日07：00－08：00 收

夹，收夹时记载有效夹数和捕获害鼠的数量及种类［8］。

毒饵站对照区以杀它仗为杀鼠剂，从玉米播种开始，以

横纵间距 20 m布置毒饵站，2周更新一次毒饵站中的

杀鼠剂直至玉米成熟收获。

1.4.2 危害评估 玉米完熟期至收获前采取五点取样

方法，在TBS试验区和无处理对照区调查玉米植株的

受损率，每点调查植株200株，每个试验区共调查1000
株玉米。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2.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独立样本平均值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技术对多组独立样本的平均值进行检验，数

据记录为平均数±标准差。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害鼠种类及数量 2011年5－11月，在玉米种植

区采用夹夜法共捕鼠32只，其中褐家鼠占捕获总数的

50.00%（16/32）；黑线姬鼠占31.25%（10/32），大仓鼠占

18.75%（6/32）。TBS技术共捕鼠 67只，其中褐家鼠占

捕获总数的44.78%（30/67），黑线姬鼠占32.83%（22/67），
大仓鼠占 22.39%（15/67）。通过TBS技术和夹夜法调

查害鼠种类及数量，确定天津地区玉米种植区主要害

鼠为褐家鼠和黑线姬鼠，另有少量的大仓鼠。

2.2 害鼠捕获率比较 玉米从种植到收获，害鼠捕获

率比较高的时期分别为播种期-出苗期和玉米灌浆

期-成熟期。其中播种期-出苗期，夹夜法共捕鼠 15
只，TBS技术捕鼠 21只。玉米灌浆期-成熟期分为灌

浆期、乳熟期、蜡熟期和完熟期，这 4个时期害鼠捕获

率最高，在玉米成熟期的4个时期，TBS技术捕获率均

显著高于夹夜法捕获率（F1＝18.34，F2＝17.28，F3＝

17.85，F4＝19.37，P＜0.05；图4）。

从图 4可以看出，害鼠数量最高的时期是在玉米

完熟期，此时期害鼠的捕获数占总捕获数的 53.50%。

在玉米播种期-出苗期，TBS技术捕获的害鼠数是夹夜

法的 1.4倍；在玉米成熟的 4个时期，TBS技术捕获害

鼠数是夹夜法的2.8倍。夹夜法在初期效果好的原因

主要是在苗期，花生米作为食物比玉米苗更具有吸引

图1 TBS平面示意图
Figure 1 The ichnography of TBS

图2 TBS施工图
Figure 2 The shop drawing of TBS

注：○— 代表捕鼠器的位置。

图3 捕鼠器及位置示意图
Figure 3 The two pictures 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rodent trap and its location

注：a. 与夹夜法捕获数比较，P＜0.05。
图4 玉米成熟的4个时期两种害鼠捕获方法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two rodent capture methods

in four maturation phases of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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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外长期使用夹夜法会使害鼠产生拒夹性，随着夹

夜法使用的时期越长，捕鼠数量就越低。

2.3 受害植株比较 在TBS试验区和3个对照区采取

五点取样的调查方法调查玉米植株的受损率，结果见

图5。

图 5 结果显示，TBS 试验区平均受害率为 7.8 株/
200 株，毒饵站试验区受害植株数为 8.7 株/200 株，夹

夜法试验区受害植株数为 13.2株/200株，无处理对照

区受害植株数为14.0株/200株。TBS控鼠技术和毒饵

站化学控鼠防治效果均较好，但毒饵站作为化学防治

手段对害鼠以外的非靶标动物安全性较低，且对环境

有一定的污染。

2.4 TBS经济效益评估 通过TBS试验区和未采取任

何灭鼠活动的对照区受害植株受损率比较（图5），TBS
试验区平均受害率为7.8株/200株，无处理对照区受害

植株数为 14.0株/200株，TBS技术能挽回的损失率为

3.10%。分析TBS 控鼠成本，33.3 hm2控鼠试验区需投

入 4 个 TBS〔1 个 TBS 材料成本（桶＋围栏及铁丝）为

858元〕，成本为 3432元，加之试验中投入的人工费用

200元，共投入成本3632元，每667 m2平均成本费用为

7.30元。对照区每亩产量为752 kg，防鼠后每667 m2可

增产21.7 kg，33.3 hm2共增产10 839.15 kg，折合经济收

入为14 090.90元，投入效益比为1∶3.88。
3 讨 论

3.1 新型的高效害鼠监测技术 TBS 技术采用早于

大田作物10～15 d 播种或在播种后浇水覆膜，以使作

物发芽和长势好于周边作物，从而有利于将害鼠引入

围栏诱杀，可大大提高害鼠的捕获率。试验结果表明

TBS技术害鼠的捕获率比夹夜法高 2.1 倍。TBS技术

作为监测工具进行使用，所捕鼠种类比较全面，鼠龄结

构的划分比较清晰，可反映出该农田整个农作物生育

期鼠害发生的消长规律。因此TBS技术不仅可作为防

鼠技术，也可以作为一项监测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使用。

3.2 经 济 效 益 TBS 技术防治害鼠投入效益达

1∶3.88。另外从围建TBS 的成本分析可以看出，单位

面积成本较低，使用期长，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使用，防

效期较长，从长远考虑比较省时、省力，便于灭鼠。与

毒饵站化学控鼠技术相比，TBS控鼠技术是一项新型

的绿色防鼠技术，它采用物理器材，利用鼠类自身行为

特点进行捕鼠，对周围生物无任何影响，对人、畜无害，

能够较好地维护农区的生态平衡［9-10］，另外，毒饵站的

费用为 8元/个，每 667 m2使用 4个，667 m2毒饵站化学

控鼠费用为32元，远高于TBS技术（7.30元），因此TBS
控鼠技术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建议该技术在农区进

一步推广使用。

3.3 TBS技术存在的问题 目前TBS采用铁丝网为主

要材料，由于在作物的种植期间雨水较多，铁丝网很容

易生锈被腐蚀，翌年将不能继续使用必须重新建设，这

将浪费很多的财力和物力。因此建议采用耐腐蚀的高

纤维塑料材质建设围栏，一次性投入可以多年反复使

用。另外捕鼠桶较深，清理鼠和垃圾都比较麻烦，建议

在捕鼠桶内设计安装一套上部可以自由提取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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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与夹夜法试验区和无处理对照区比较，P＜0.05；b. 与无处

理对照区比较，P＞0.05。
图5 TBS试验区与3个对照区受害玉米植株数比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damaged corn plants

between TBS plots and three control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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