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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在广西农业区分布东方田鼠 ( Microtus f ortis )的生物学及其分布生物小区的生态地理学特征。提出

东方田鼠在农业区是呈间断式局部分布的 , 它的种群数量在分布区的鼠类群落中相对较低 , 主要栖息在岩溶—

河谷—农田地带 , 其分布的南部界限约达北纬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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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log y of Microtus forti s and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it s dist ributional bio tope in

the ag ricultural zone of Guangxi are repo rted. The dist ribution of Microtus f ortis is no t beyond

about 23°30′no rth lati tude and is intermit tent ly local. It m ainly habi tats among Ka rst zone, riv-

er v alley and ag ricultural fields. It s abundance is relatively low in rodent commu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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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田鼠 ( Microtus f ort is )是典型古北界分布

的物种 , 它向东洋界渗透的范围已极广泛。迄今已在

我国 16个省市有分布报道 [1～ 12 ]。地处亚热带的广西 ,

在我们开展农田鼠类调查和防治过程中 ,于 1990年 11

月在桂北采集到东方田鼠标本 ,并在 “广西亚热带地

区的鼠类 (名录 )”提及 [13 ]。本文就 1990年 11月至 1995

年 6月在广西农业区的调查结果 , 对东方田鼠种群的

生物学、 生态—地理学特征进行初步分析报道。

1　自然概况和工作方法

调查在广西东北和中部进行 ,属桂林和柳州行署

管辖 , 位于 109°40′E～ 111°20′E和 24°0′N～ 25°30′N

之间。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 , 是南亚热带北缘向中亚

热带过度的气候带 , 年均气温 17. 9℃～ 23℃ ( 6. 4℃

～ 28. 7℃ ) 由北向南渐增 ; 年降水量 1 506. 4 mm

～ 2 240 m m, 降水量多集中在 4月～ 8月 , 表现为春

寒、夏涝和秋旱景象 ; 年日照 1 535 h～ 1 672 h,无霜

期由北向南 299 d～ 330 d。

调查区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岩溶地貌。地势在

兴安县向东北和西南倾斜 ,东北部河道经南岭支脉海

洋山和越城岭谷地汇集注入湘江—长江水系 ,西南部

河道由灵渠经漓江、 洛清江汇集注入西江—珠江水

系。南北河流密布 , 冲刷成发育良好的河谷平原、 岩

溶盆地、台地、丘陵和低洼沼泽等适于农牧业生产的

地形景观 , 它们的母土多为黄—红壤土、河岸为冲积

土、 农田为水稻土。适于多种次生植被、 杂草和作物

生长。

调查时间从 1990年 11月至 1995年 6月 , 沿南岭谷

地的湘江水系由桂东北的全州、临桂县向桂中的鹿寨

和金秀 (原象州 )县的 5个乡点 , 用夹夜法进行调查 ,

在每个乡点的河谷地带、低丘平原的稻田、干旱—半

干旱种植区选择调查样方。获取农田鼠类组成和数量

资料。

2　东方田鼠的生物学资料

2. 1　外部形态

度量　根据捕获的标本分别雌、雄个体度量列于

表 1。可以看出东方田鼠成体的平均体重≥ 50 g ,雌性

大于雄性。尾长平均达到体长的 36. 6% ; 后足长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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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 47. 7%。除体重外雄鼠的其它度量稍大于雌鼠。
表 1　东方田鼠度量

Table 1　Measurement of Microtus fortis

性别

Sex

标本数

No.

体重

BW

( g )

体长

BL

( mm)

尾长

T L

( mm )

后足长

HFL

( mm )

耳长

EL

( mm )

♀♂ 31
52. 7

( 37～ 106)

140. 1

( 110～ 160)

51. 2

( 37～ 61)

24. 4

( 24～ 25)

16. 1

( 15～ 17)

♀♀ 14
57. 2

( 40～ 106)

136. 1

( 130～ 155)

48. 6

( 43～ 51)

24. 4

( 24～ 25)

15. 8

( 15～ 16)

♂♂ 17
48. 1

( 37～ 72)

144. 0

( 110～ 160)

53. 8

( 37～ 61)

24. 3

( 24～ 25)

16. 4

( 15～ 17)

　　毛色　广西农田东方田鼠的毛色 ,体背部从头背

至尾前呈灰黑带污黄色 , 毛杆毛基灰黑色 ,毛尖呈污

黄棕色。体两侧与背部同色 ,但色深度向腹部渐浅化。

腹毛呈污灰白色 ,毛基灰黑较背毛毛基浅 ,毛尖灰白

色且稍具沙黄色调。腹毛色与体侧分界明显。尾呈两

色 ,着生小绒毛 , 上面灰黑下面灰白。足与背部同色。

2. 2　种群数量

调查地区 5个采集地点的农田鼠类组成见表 2。结

果显示 , 在 5个采集地点 , 东方田鼠的种群数量由桂

东北向桂中呈现渐增趋势。采集地的总捕获率为

0. 78% ,以全州的凤凰点的捕获率最低 ( 0. 09% ) ,鹿

寨的黄冕和金秀 (原象州 )的桐木点分别为 3. 75%和

3. 33% 。同时看出 , 在总的捕获鼠数中东方田鼠 ( 31

只 )仅占 3. 90% , 然而 , 在不同采集点的捕获鼠数以

桐木和黄冕较高 , 分别占群落捕获鼠数的 42. 86%和

32. 14% , 居间的五通和鹿寨为 2. 78%和 0. 69% ; 凤

凰仅 0. 39%。由此可见 , 东方田鼠的种群数量在桐木

农区的鼠类群落中已成为当地的害鼠优势种 ,其危害

已引起植保部门的注意。

2. 3　繁殖

根据调查资料分析 ,东方田鼠雄鼠的捕获数高于

雌鼠 0. 2个百分比。在 6月间捕到哺乳期的雌鼠 , 子宫

斑 4块。11月捕到孕胎仔数 3只的孕鼠。据此认为 ,东方

田鼠在广西农区的繁殖盛期 , 可能桂北集中在冬春

季 , 桂中在秋冬季。它与湖南报道的东方田鼠全年繁

殖 , 冬春 12月～ 2月怀孕率显著偏高的繁殖特性相类

似 [ 8, 11, 12 ]。

2. 4　食性

由胃函物剖析看出 ,东方田鼠摄取的食物种类可

以是多样性的 ,是以草类为主的植食性动物。在冬、春

季节多摄食草的根叶、秧苗和稻谷 ,其成份占食物总

量 ( 92. 33% )的 63. 51% 、 18. 44%和 10. 38%。在夏、

秋季节还摄取少量红薯、木薯叶、 蔬菜和甘蔗等 , 总

量仅占 7. 67%。由此可见该鼠的食物除以植物为主

外 , 还随着季节性变化 , 其品种和食量也可以不同。

所以 , 掌握东方田鼠的食物摄取特性 , 对指导防治工

作是必要的。

2. 5　活动

调查区内东方田鼠数量相对高的农田中 ,在白天

的 9时和 17时前后可以观察到它们活动。在水稻返青

到灌浆期 , 活动于田埂四周 , 咬断禾苗和孕穗 , 观察

者有时可接近它至 10 m仍不逃遁。它们活动频繁的

高田埂、 旱坡或渠边 , 构筑有巢穴 , 可以看到由洞穴

通向觅食活动区的 “鼠道”。
表 2　农田鼠类组成

Table 2　 The composit ions of Rodent in the f ield

调查地点

Capturing

place

夹日数

No. o f

t rapping

捕获鼠数

Captiv e no.

of vo les

捕获率%

Captive

ra te

黄毛鼠

Rat tus

losea

黄胸鼠

R .

f lav ipectus

小家鼠

Mus

muscul us

褐家鼠

R .

norvegi cus

东方田鼠

Microtus

f ortis

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s

社　鼠

Niv iventer

conf ucianus

大足鼠

R. n.

ni tidus

板齿鼠

Bandicota

indica

白腹巨鼠

Leopl damys

edwar dsi

臭鼠句

Suncus

murinus

凤凰

Fenghuang
1070 256 23. 93 36 38 49 4 1 124 2 2

五通

Wut ong
1210 143 11. 82 44 23 26 4 4 38 2 2

龙江

Longjiang
990 331 33. 43 223 61 35 3 2 3 2 2

黄冕

Huangmian
240 28 11. 67 12 1 4 1 9 1

桐木

Tongmu
450 35 7. 78 11 3 4 1 15 1

合计

Tota l
3960 793 20. 03 326 126 118 13 31 162 2 3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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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布区的生态地理

3. 1　分布区的自然地理位置

东方田鼠在广西的分布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的

划分中 ,属于桂东北中山与岩溶低山和桂中岩溶丘陵

与平原 , 气候湿润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红、 黄壤

植被土壤地带 [14 ]。本区域的动物地理属华中区 (Ⅵ )

西南部的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Ⅵ B) ,大约北纬 24°以北

的农业种植地带
[ 15]
。它的自然农业桂东北是林农区 ,

桂中是农牧林区 [16 ]。

3. 2　分布区的生态地理特征

东方田鼠在广西的分布区域地跨东经 109°30′至

111°20′和北纬 24°0′至 25°30′的范围。区域的地形地貌

是山地高原 ,以广西兴安县的灵江—灵渠为南北分水

线。向东北方倾斜的是由南岭支脉都庞岭、 海洋山和

越城岭形成的山间谷地 , 河源于兴安县的湘江 ,沿岸

冲刷发育形成类型各异的岩溶—河谷地貌 ,延伸至湖

南省。另一面是东南方流向的灵江和洛清江河道网汇

入漓江—柳江水系。河源南北两侧岩溶奇峰密布 , 河

流蜿蜒其间发育的大小溪流交错纵横 ,河谷两岸冲积

形成海拔约 200 m的中、低山丘陵、台地、河谷平原、

湿地和沼泽等地形地貌。山地丘陵原始的和次生的乔

灌植被繁茂 ,河谷两侧是人类从事农业和社会经济活

动的区域。自然气候条件和农业生态环境与湖南湘江

流域的相似性 [9, 11, 12 ] , 适宜于东方田鼠的生存繁衍。

3. 3　分布区特征

东方田鼠在湖南省洞庭湖及其周边水系的分布

极为广泛 , 是农牧业重要害鼠 [6, 8, 9, 11, 12 ]。该鼠在广西

的分布 ,通过湘桂谷地走廊的调查 ,发现其分布具有

两大特征。第一 , 由东方田鼠种群的捕获率看出 , 种

群数量是由凤凰、五通向东南的桐木增长的 ,呈现东

北向西南伸展的趋势 ; 第二 , 在 5个调查点之外周的

样方区 ,调查期间未捕获标本 ,表明该鼠分布区范围

较狭窄而且是呈间隔状局部分布的。因此 , 它的种群

数量在农田鼠类群落中所占的比例通常较低 ,显示种

群的发展是存在制约因素的。所以 , 对农作物的危害

除桐木和黄冕地区外尚无明显。另外 , 东方田鼠种群

在广西的分布区和发展 ,可能与湖南长江亚种 [ 8]向南

渗透的历史渊源有关。据现有资料认为其分布南部界

限约在北纬 23°30′的以北农区。

在广西分布的东方田鼠种群可能是在我国分布

纬度最低的种群。

3. 4　栖息地的生物小区

根据调查地区的生态地理环境 ,分析东方田鼠栖

息地的生物小区特点 (表 3)。由表看出 , 该鼠栖息地

的地形地貌是以河谷低丘平原为基础的生物小区 ,小

气候稳定 , 环境湿润 , 农业活动频繁 , 作物以水稻为

主兼种玉米、 薯类、 豆类和蔬菜。农田周边细毛鸭舌

草、金茅、白茅、狗尾草、鼠尾草和野生稻等禾本科、

表 3　东方田鼠分布的生态—— 地理

Table 3　 The Eco-geographical of Microtus fortis in distributions

项目

Item

经度

Longi tude

纬度

Lati tude

地貌类型

Type of

land form

气候类型

Type of

climate

无霜期

Fors tless

(d )

农田土壤

Farmland soi l

植被

Plan t type

农作物

Crop

生物小区

Biotope type

凤凰

Fenghuang
110°53′ 25°47′ 湘江上游

岭南北亚热

带季风
299

潴育型水稻

土

松、 杉、 柏、
茶、竹、灌丛、
草类

水稻、 玉米、
薯类

河谷农田

五通

W utong
110°5′ 25°26′

洛清江上游

岩溶中山、丘
陵、 平原

北亚热带季

风
311

潴育型水稻

土

松、 杉、 柏、

桐、竹、茶、灌
丛、 杂草

水稻、 薯类、
豆类、 蔬菜

丘陵平原、 沟
渠、 农田

龙江

Longjiang
109°50′ 24°42′

洛清 江—石
榴江低丘谷

地冲积平原

中亚热带季

风
327

冲积土、潴育
型水稻土

松、 杉、 桉、
竹、桐、茶、灌
丛、 杂草

水稻、 甘蔗、
薯类、 豆类、
果、 蔬

低丘、 平原农
田

黄冕

Huang mian
109°54′ 24°32′

洛清江中游

低丘河谷冲

刷平原

中、北亚热带
季风

327

冲积层淹—
潴育型水稻

土

松、 杉、 桐、
樟、竹、茶、灌
丛、 杂草

水稻、 薯类、
豆类、 果、蔬

河谷平原农田

桐木

Tongm u
109°56′ 24°15′

柳江—水 晶
沟上游岩溶

山麓、 河谷、
平原

南—中 亚 热
带东南季风

330

红壤冲积土、
潴育—沼 泽
型水稻土

松、杉、油桐、
果、竹、灌丛、
杂草

水稻、 薯类、
豆类、 甘蔗、
果蔬

冲刷平原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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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的杂草丛生 , 食源丰富 ; 沟、 渠边 , 低丘旱

地以灌丛为主有零星松、 杉、 竹、 茶和果树生长。生

态小区环境适宜于喜湿生活条件的东方田鼠栖息。

4　危害与防治

东方田鼠在林区喜欢剥食树皮、咬断幼苗 ,在果

园啃咬杏、 李等果树的幼苗 , 春、 夏以草类的根茎叶

为食
[17 ]

, 同时破坏草场
[9, 11, 12 ]

和传播疾病
[8 ]
。

据对广西农业区东方田鼠的胃函物分析 ,该鼠冬

季较多采食低洼湿地处禾本科的杂草 ,春季除草类外

喜食秧田的谷种和秧苗。夏、 秋季农田食源丰富 , 在

农作物生长成熟过程 ,喜欢摄取含水量较大的水稻孕

穗、半黄熟期谷穗、 红薯根茎和叶、 瓜蔬或甘蔗等为

食。说明东方田鼠是以草类为主的植物食性鼠 , 它对

水稻等作物的为害程度与种群数量大小有关。如广西

的桐木和黄冕 ,在该农区鼠类群落中的捕获率分别为

3. 33%和 3. 75% , 占群落捕获鼠数的 42. 86%和

32. 14% 。估测对水稻等的危害率> 4% ( 1995年 )。种

群数量相对优势已显示明显的危害程度。

东方田鼠的防治应根据其食性、 数量和分布特

点 , 以及自然食物条件进行。因地制宜选择当地喜食

的马铃薯、青玉米或瓜菜等做饵料 , 与杀鼠剂敌鼠钠

盐、氯鼠酮、杀鼠醚或灭鼠剂 2号等抗凝血杀鼠剂 ,配

五成新鲜的毒饵。根据鼠的活动习性 , 在天气晴朗的

午后 ,由专业人员在东方田鼠频繁活动之前 ,在其洞

口附近、 活动 “鼠道” 以及通常摄食活动区 , 采取间

断式 (每天投毒后 2 d～ 3 d再投 )连续投放毒饵 3次 ,

以充足的毒饵保证害鼠的需要 , 提高接触摄食机会 ,

科学防治 , 持之以恒是可以控制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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