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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均数之比。 

当 ／m< I时，为均匀分布； 

m ／m一 1时，为随机分布； 

m ／m> 1时，为聚集分布。 

实诫 一 _ I_4I72> l 

五、 结 论 

通过对山西省北部地区述乌尔黄鼠的田间 

分布型调查，经过频数分布比较法及聚集指标 

测定法测定，均证实达乌尔黄鼠在黄土高原的 

旱源坡区的田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型。 

在负二项分布的理论频数与实 测 频 数 的 

测定中，我们发现用最大或然估值法的测定 

结果是符合负二项分布理论模型的，而用距法 

测定的结果则不符合，分析原因是由于用距法 

估各参数值是较为粗糙的，说明本资料是符合 

负=项分布理论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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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产 溴 敌 隆 灭 家 鼠试 验 

詹 绍 琛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 

吴 进 
(韬建尤溪县肪疫坫) 

蒲曩 通过对国产的澳敌隆母救和母粉配制的毒饵进行现场灭教试验，结果表明适口性好，灭鼠事 

高 (88．B9一B2．3l镩)o采用间隔式投饵法，证明是可行的。母掖配制毒饵，配制方便，容易渗^饵内， 

鼠类喜食·毒饵摄食率，灭鼠率和捡到死鼠数都较高于同样旅 母粉配制的毒饵。是直该发展的一种 

剂型。 一 

溴敌隆 (Bromadilone)是 1977年最早 在 

法国研和成功的一种新型第二代灭鼠剂。近年 

来在欧州、美国登记注册销售，商 品 名 马 奇 

(Maki)，是～种高效、安全、广谱、适口性好的 

灭鼠剂，而且在控制杀鼠炅等第一代抗凝血剂 

有抗药性的鼠类方面，报道也有很好的灭效。 

溴敌隆是一种白色粉抹，熔点1lO一1l5℃，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乙醇和二甲基酸胺等 一般 

在贮存与使用条件下稳定。分子式C oH2 Bro4， 

分 子量为 527．400化学 名 称 为 3-{3-[4 一溴一 

C1．1 一联苯基一4]-3-羟基一1一苯丙基}-4羟基一2 

H一1一苯丙吡哺-2-1。 此药抑制凝血酶原形成， 

提高毛细血管通透性脆性，致使鼠大出血而死 

亡。其半数致死量 (LD 。)小于家鼠 1．75 rag／ 

kg，褐家鼠 1,0m~／kg，根据柴兰 芳 、詹 纽 

深 等报道可采用毒饵浓度为 0．005瞄。 

1 987年我们应用上海农药研究所和 上 海 

泰和化工厂生产的溴敌隆在福建尤溪县团结多 

光林村进行了灭效试验。我们在该村两个自然 

村分别采用 0．5骺母粉配制的 0．005瞄 大 米 毒 

饵和 0．25黟母液配制的 n∞05移 太米毒饵，进 

行现场灭鼠效果观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试点概况 本次选择在福建尤溪县团结多 

光林村的自然条件和鼠密度及鼠类组成基本～ 

致的安周岭和潘山两个 自然村各 50多户 做 为 

试点。试验前，用夹 日法测得鼠密度，安周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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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O0瞄，潘山为 l9．50％。 室内鼠型动物的组 

成，两点均以黄胸鼠 (Rat~us ftavipec~us)居 

首位，食虫目的臭照髓 (Sunc．s m．rinus)为 

第二位 ，小家 鼠 (Mus m】Ⅲ utu s) 为第三位 ， 

分别占 92．00％，6 O0务，2．O0％ 和 91．00％， 

7．00％， 1．00％ 

一

、 试 验 方 法 

(一)毒饵配制 

1 0．005％溴敌隆母粉配 制 的 毒 米 ： 取 

0．5弼 溴敌隆母粉 2O0克，植物油250克，熬熟， 

大米 20公斤，均匀混合即可。 

2 0．005％ 溴 敌隆母 液 配 制 的 毒 米，取 

0．2 5％溴敌隆母液 400毫升，大米 20千克，用 

小喷雾器均匀地喷洒于大米，搅拌均匀即可。 

常活动处投放毒饵，室内每 3米 ，室外5—10米 

(沿墙边或阴沟处)投放一堆；每堆 l0—1 5克。 

鼠多处，多投放，少处少放，第一次投毒饵的 

70％， 6天后为第二次投毒饵 如％，两次投饵 

分别于第6天收回剐余的毒饵，统计毒饵被食 

率。 

二 、 效 果 

(一)毒饵被食情况 在安后 岭 点 53户， 

潘山点 52户分别布放 0 005％澳敌隆母粉和母 

液配制的毒饵各 l0千克，分别计算被食率(见 

表 1)。 

(=)中毒死鼠的分布 两点统一时 间 投 

毒饵后，交代被观察户每天注意收拣死鼠，并将 

鼠尸送交指定地点鉴定、统计数量，死鼠情况如 

(=)毒饵布放 在鼠洞旁、鼠道上和鼠往 表 2。 

寰 l 不冉滇敌隆母荆配翻的毒饵棱食情况 

投饵总量 第 1撮投饵 被食毒饵 赦食率 弟 2 投饵 被食毒饵 被食率 毒饵总被 户 数 
(％) (k ) (kg) (％) 率(％) (kg) (kg) ( ) 

口．005％ 母粉配制 53 l0 ： 7 8 5
． 7l 3 2．25 5．0O 82．50 毒米组 

J 

口．005％ 母彼 配制 52 l0 7 92
． 8 E 3 2．5O B3．00 90．00 毒米组 

1 

t盘 1．12 p>0．05 

丧 2 现场拣蓑竞■情况 

户数 8 I 9 l3 5 

)．005％漠敖隆 53 。l。 20 34 5 B 1 ， 3l2 母粉毒米组 
)．OO5％ 溴 散隆 63 57 28 5 
母 液辜米 组 

丧 3 盏敌 毒米强鼠卓的辨毫 

前 测 密 后 捌 密 夏鼠宰(％) 

组 别 户数 
布夹数 莸鼠数 捕获卑 布夹数 获鼠数 捕获率 

(只) (只) (只) (只) (％) 受 95％ 可信限 

O．oo ％  53 20o 4 2
． oO 88．89±4．32 母粉 毒 米组 

o．005％ 52 39 1 9
． 5o 20o 1．oo 92．31士3．69 母彼毒米照 

_ 

t工 o-iO P> 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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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马头骨在对帮境的适应上则出现了保守或进 

程缓慢的现象。 

这些差 c的存在，与两个物种的生活环境 

有着一定的关 系。 普氏野马生活在气候恶劣 、 

沙暴袭击的高原地区，在摄取食物的过程中多 

以吻部和前蹄的配合，此时吻部要近乎垂直于 

地平面，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地表环境中，进 

食到矮小的草、根等食物。普氏野马在这种特 

定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骨髂形 

态。与普氏野马相比较的家马，其分布甚广，由 

于人类对家马的驯养，使家马能有充足食物的 

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家马并不需要用前蹄与 

吻部的配台摄取食物，在进食中，吻部与食物的 

角度发生了变化 (这个角度变化是与普氏野马 

相比较而言)。同时，人类供给家马的食物也远 

比普氏野马在恶劣环境中得到的食物，要宜咀 

嚼、宜消化和富有营养。家马处在这样的环境 

中，对自然的适应性则不及于普氏野马。头骨 

的进化过程就是其适应环境的发展过程；普氏 

野马与家马在头骨形态上的变异，也是由环境 

和进化的两个方面决定的。 

参 考 文 献 

[1】 周明镇等泽 I 976 脊椎 动 物 的 进 化 (Edwi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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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鼠类组成 经两个试点现场拣 到 的 

68 3只死的鼠型动物进行分类统计、均以黄胸 

鼠占首位，为 95．00％，小家鼠占 4．00％，臭鲍 

跪占 1．00％o 

(四)灭鼠率测定 灭鼠前后进行了 鼠 密 

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3。 

三、小 结 和 评 价 

(一)采用上海产的溴敌隆母液和母 粉 配 

制成的 0051％ 大米毒饵， 对以南方地区黄胸 

鼠为优势种的试点适口性好 、毒饵被食率高，分 

别为 90．00％ 和 82．50％，且无显著差别 

(t一 1．11 P> O．95)。 

两者灭鼠效果均不差，灭鼠率分别 为 92．3l％ 

和88 89务，又无显著性差别 

(t一 0 60 P> 0．05)。 

(=)两组投毒饵后第 2天均可见到 爬 行 

不稳的中毒鼠，寻找水喝。第 3天出现少数死 

辨 辨  

鼠，第 6天两组死鼠都出现高峰。第 12天还可 

捡到少量死鼠。 两组个别每户平均捡到 死 鼠 

7．14和 5．89只。从捡到动物尸体分类来看，溴 

敌隆在杀灭上有广谱性。 

(三)从本次在灭鼠现场效果来看，两种剂 

型(母液和母粉)都有较好灭效。但我们感到溴 

敌隆母液较优于母粉o 1．灭鼠率母液组比母粉 

组较高，前者 92 3l％，后者 88．89％。 捡到的 

鼠尸母液组比母粉组也较多，前者为 371只，后 

者为 3l2只o 2．母液配制毒饵、操作上比较方 

便，毒饵容易均匀o 3．母液配制毒饵不用食油， 

可节省成本。因此，建议溴敌隆生产厂家除生 

产母粉外，应投产溴敌隆母液供应市场，群众 

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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