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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鼠害主要发生于适合鼠类繁衍生存的草原气候区，草
原鼠害一旦发生，则会快速扩散与蔓延，客观上增大了治理草原
鼠害的工作实施难度。进入新时期后，合作市针对当地典型的草
原鼠害现象致力于集中进行防控，不断健全鼠害监测技术保障与
支撑体系，旨在严格控制鼠害泛滥的不良生态后果。由此可以判
断出，及早防治草原鼠害的举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削减草原鼠害影
响，上述举措值得受到重视与推广。

一、合作市草原鼠害基本情况
合作市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缘，甘肃西南部，具有典型的大

陆性气候特点，高寒阴湿，四季不分明。因草原生物灾害造成草
原退化现象十分突出，草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合作市地下
鼢鼠和地面鼠兔危害面积 87 万亩，地下鼢鼠主要以高原鼢鼠为
主。其中重度 9 万亩，中度 19 万亩，轻度 59 万亩；地面鼠兔主
要以高原鼠兔为主，危害面积中度 3 万亩；主要分布在佐盖多玛
乡、佐盖曼玛镇、那吾镇、勒秀镇、卡加道乡等。每年草原鼠害
地、鼠荒地都在大面积扩散，给建设生态屏障，实现民族地区的
稳定与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草原鼠
害的治理已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

由于草地退化诱发了鼠害的形成和蔓延、草地植被在鼢鼠类
和鼠兔类等优势种群的极度或重度危害下，原生植被的生草层破
坏率高达 80％～ 95％，植被稀疏，植物群落结构简化，植被盖度
降到 30％以下。在黑土滩上，废弃鼠洞、鼠丘和侵蚀沟使地表变
得千疮百孔，每逢冬春多风季节，扬沙波及数十千米。草地荒漠
化进程的加快，严重威胁着整个草地的生态环境，草地的生产和
生态功能受损，是导致牧区牧民生活贫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
是合作市畜牧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

二、合作市草原鼠害综合防治技术要点
生存繁衍于草原地区的有害鼠类将会啃食牧草根部，造成规

模较大的草场枯萎现象。同时，有害鼠类普遍具备较快的物种繁
衍生殖速度，进而导致了鼠害蔓延扩散的安全风险广泛存在，威
胁到草原地区的农牧业良性发展。在此基础上，综合防治现阶段
的草原鼠害安全隐患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具体对于合作市而言，
当地监管部门关键应当运用以下的鼠害综合整治与防控技术手段：

（一）实时监测鼠害详情
鼠害泛滥风险如果没有得到及早地察觉，则会造成鼠害泛滥

与扩散的早期现象被忽视，不利于有效控制与监管草原鼠害。因
此，相关管理部门目前必须要实时监测草原鼠害隐患，依靠信息
化平台来布控草原鼠害监测网络，充分展现信息化监测平台运用
于察觉草原鼠害早期隐患的重要实践作用。

（二）科学选用防治技术
现阶段的鼠害综合防治措施日益表现为多样化的状态与趋

势，相关监管部门对于化学药物防控、生物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等
各种不同的鼠害防控措施应当综合加以利用，如此才能实现草原
鼠害的最佳控制效果。当地监管部门及其人员除了可以运用物理
捕杀手段来捕捉草原害鼠以外，还可选择运用毒饵以及喷洒鼠药
等化学手段来控制草原害鼠的物种繁衍速度。

管理人员对于鼠药喷洒的覆盖区域范围必须要进行合理地限
定，禁止在牧场区域内随意喷洒灭鼠化学药物，避免灭鼠药物给
牧草的正常生长过程增加安全威胁与影响。此外，对于害鼠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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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场空间区域如果能及时进行彻底的清理，则非常有利于害鼠
的繁衍速度以及牧草危害程度得到控制。草原害鼠的多数种群倾
向于选择藤蔓类以及灌木类的低矮树丛作为栖息地，因此当地的
管理部门必须要定期实施对于草原低矮灌木丛的清理工作，防止
害鼠出现大量栖息于林区的状态。当地管理部门还要经常清除害
鼠赖以越冬的存储食物，适当控制草原害鼠繁衍速度。对于毒鼠
强等常用的毒饵类化学药剂可以放置于鼠夹的指定区域部位，从
而达到诱捕害鼠的效果，运用毒饵来诱捕害鼠的做法具有较好的
可行性。

（三）维持草原生态平衡
草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与动态性的基本特征，客观上决

定了草原鼠害防控与监管工作的较大开展实施难度。相关管理部
门对于草原生态系统在充分确保平衡性的前提下，应当更多依靠
生物链手段来控制草原鼠害，避免施加过多的人为控制与干预措
施。由于受到物种自身规律与习性的影响，猫头鹰对于害鼠可以
做到成功进行捕获，确保达到合理控制害鼠物种繁衍速度的效果。

相比于人工诱捕的传统做法而言，借助害鼠天敌来实施草原
鼠害控制的做法具有更加节约鼠害监管资源的优势，并且不会破
坏与损害草原地区的生物链条平衡。草原生态管理部门针对草原
牧场地区有必要适度进行猫头鹰以及其他益鸟物种的放养繁育工
作，进而达到合理控制害鼠数目的效果。对于猫头鹰在进行适量
放养与繁殖的前提下，猫头鹰的幼崽与成鸟就会广泛分布于牧场
地区。猫头鹰具有夜间活动频率较高的特征，而草原害鼠同样具
有晚间活动频繁的生物习性。动物天敌对于害鼠可以达到严格控
制物种繁衍速度的效果，因为动物天敌将会直接捕杀害鼠，有效
防止了害鼠泛滥的安全隐患产生。

三、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草原鼠害的弥漫与扩散不仅会严重减损畜牧

业的经济收益，并且还会给草原的整体生态系统带来明显威胁，
破坏了草原生态平衡。近些年以来，综合防治与监管草原鼠害的
各种技术手段已经得到转型与创新，客观上加大了鼠害综合防控
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必须要展开有序的配合
协作，通过实施全面布控的手段来阻止草原鼠害蔓延，增强草原
鼠害防治手段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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