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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规范由青海省农牧厅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于红妍、任程、星学军、侯秀敏、唐俊伟、尚永成、王薇娟、刘晓健、李林霞、

文香、李卫民、骆海强、杨晓慧、唐炳民、康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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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高原鼠兔及地面鼠监测采用的方法、监测时间以及监测数据记载归档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以高原鼠兔为主的草地害鼠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63/T 209  青海省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DB63/T 331  草地害鼠预测预报技术规程  

DB63/T 393  草地鼠虫害、毒草调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草地鼠害 

啮齿类动物在一定区域内过度繁殖，对草地、人、畜造成损失及危害的统称。 

3.2  

草地害鼠 

直接危害草地生态，造成生物量下降，地表大面积裸露，植被盖度降低，引起草地退化的鼠类优

势种群，主要包括营地面生活的高原鼠兔和营地下生活的高原鼢鼠。 

3.3  

鼠害监测 

为全面获取鼠害基础信息，在鼠害发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运用适当的方法，对鼠害发生期、发

生量、迁移量、灾害程度等所进行的持续、科学的调查，称为鼠害监测。 

3.4  

性比 

种群中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的比例关系，可用整体数与雄性数的百分率表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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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 

是生态环境的简称，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

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规范。 

♀—雌性。 

♂—雄性。 

5 观测区和样地 

5.1 观测区设立 

5.1.1 观测区设立标准 

在当地主要草地害鼠发生危害区域内，根据不同草地类型或生境，选择交通便利、观察鼠种齐全、

具有鼠种代表性的地段确定害鼠的观测区。观测区设置后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同生境各确定观测区1个，

每个观测区的面积50公顷以上。 

5.1.2 观测区设立方法 

以县为单位调查草地害鼠发生区域所属乡、村具体地名，查阅与草地害鼠生存有关的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气候条件、草地类型、地质与土壤、水文及植被等有关文献资料，然后邀请熟悉当地鼠害

情况的干部和牧民群众进行座谈访问，初步掌握害鼠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路线调查的方法，

根据当地鼠害、地形、植被特点设置调查路线，使能够横穿主要地形要素及草地植被类型的主要段

面，对符合设立观测区标准的确定为一个观测区，并编号登记，按附录A表A.1，A.2要求进行记录。 

5.2 样地设立 

5.2.1 样地设立标准 

在观测区内依据不同地貌单元和草地类型，在当地主要害鼠栖息的典型栖息环境，能够满足长期

取样的需要，确定为害鼠调查样地。样地设置后应保持相对固定，只有当样地内的高原鼠兔密度不能

反应出动态趋势时方可转移，距永久性居民点距离不少于1千米。 

5.2.2 样地设立方法 

依据样地设立标准每个观测区设样地3个，并编号记录。样地面积为0.25公顷。 

6 草地鼠害监测 

6.1 观测区监测 

6.1.1 分布区域监测 

在观测区的样地外进行取样，数量不少于3个（即样本数≥3），监测的方法参照DB63/T 393执行，

确定该区域主要害鼠种类及分布情况，并将监测结果记入附录A表A.3中。分别在不同生境找出分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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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根据高原鼠兔种群数量，划分危害等级，划分标准参见附录B表B.1，以确定该区域内高原鼠兔

分布和危害等级状况。 

6.1.2 危害程度监测 

6.1.2.1 破坏量监测 

破坏量用“样线法”进行监测，方法与记录内容参照DB63/T 393执行。 

6.1.2.2 牧草损失监测 

牧草损失用“采食量计算法”进行监测，方法与记录内容参照DB63/T 331执行。 

6.1.3 巢区与迁移监测 

在观测区对巢区范围和迁移距离用标志流放法进行调查，每日检查一次，每只鼠捕获次数不少于10

次，根据多次反复捕捉记录，估算出巢区面积和迁移距离，并勾绘出边界线。 

6.1.4 天敌监测 

在观测区内调查当地食肉兽、猛禽等草地害鼠天敌种类、数量、出现频率及生境分布、年度消长

和保护情况，每期观察三天，每天在上午10时和下午4时两个采食活动高峰期各观察1小时，参见附录A

表A.7要求进行记录。 

6.1.5 草地植被监测 

草地植被监测内容包括草地类型、植被盖度、草群高度、产草量及放牧强度等，方法与记录内容

参照DB63/T 209执行。 

6.1.6 气象因素监测 

调查了解当地气象情况，可从各专业部门公布的资料和当地气象台（站）获取。除做好温度、降

雨、光照、风速等一般记录外，着重调查记录影响鼠类种群发生消长因素的特殊气象、环境因子，监

测结果参见附录A表A.8要求进行记录。 

6.1.7 观测区监测时间 

观测区监测每年两次，第一次在3月～4月，第二次在8月～9月。 

6.2 样地监测 

6.2.1 种群数量监测 

采用夹日法、堵洞法、洞口系数法。根据不同监测任务的要求，选择其中1种～2种方法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参见附录A表A.4,、A.5、A.6要求进行记录。计算公式见附录D。 

6.2.2 种群繁殖监测 

6.2.2.1 性比 

对所有捕获的草地害鼠分别进行雌雄个体鉴别，并统计其数量。结果参见附录A表A.9要求进行记

录。计算公式参见附录D。 

6.2.2.2 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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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捕获的害鼠进行体重（胴体重）、体长的测量，并根据体重、体长划分年龄结构，标准参见

附录C表C.1，监测结果参见附录A表A.10要求进行记录。计算公式参见附录D。 

6.2.2.3 繁殖指标 

对捕获样地内捕获的高原鼠兔进行解剖，雌鼠主要观察胎仔数、子宫斑，雄鼠主要观察睾丸及附睾

发育情况。计算怀孕率、平均胎仔数、繁殖率和繁殖指数、繁殖强度，监测结果参见附录A表A.10，A.11

要求进行记录。计算公式参见附录D。 

6.2.3 样地监测时间 

可结合观测区监测进行，每年监测两次，第一次在3月～4月，第二次在8月～9月。如有监测的特殊

需要，可酌情增加监测次数，直至每月1次。 

7 数据汇总、上报、归档 

监测工作结束后，将数据汇总整理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将原始数据填入附录A内归档保存。 

8 草地鼠害监测操作规则及所需设备、器材 

草地鼠害监测操作应遵守的规则参见附录 E，监测所需的设备、器材参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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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原鼠兔固定监测点调查资料手册 

表A.1给出了高原鼠兔固定监测调查资料手册封面样式；表A.2至表A.11给出了高原鼠兔固定监测点

相关调查记录表格式样。 

表A.1 手册封面要求 

 

 

（          年） 

 

 

 

站    名                     （盖章） 

          承担单位                             

          站    址                             

          调查人员                             

          负 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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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观测区基本情况调查表 

行政名称（县级）  

调查地点  调查人  

观测区编号  观测区设立日期  

观测区位置  观测区面积（hm2）  

经度（°） 纬度（°） 高程（m） 
（中心位置） 

   

草原类  

草原型  

土壤类型  

土壤质地  

地形地貌  

地表特征  

主要植物  

害鼠种类  

天敌种类  

利用方式  

利用状况  

草场综合评价  

灾害性气候因子  

注：1.行政名称：必须填写标准完整的行政名称，不能简写； 

2.观测区编号：调查种类+由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当前年度＋4位顺序编码组成，顺序编码范围0001～9999；

示例：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 

3.经度、纬度：按×××.×××××°填写，例：113.84981°。其他格式经纬度需要转换成度； 

4.高程：以整数位填写海拔高度，单位为m； 

5.草原类：按全国统一分类系统中类的名称填写； 

6.草原型：按全国统一分类系统中型的名称填写； 

7.土壤类型：按全国统一分类系统中的名称填写，如栗钙土、淡栗钙土等； 

8.地形地貌：台地、平地、坡地、陡坡、沟谷、悬崖、其它； 

9.地表特征：主要记录枯落物多与少，覆沙多与少，覆砂砾多与少，盐碱斑多与少，土壤侵蚀，地表板结重与

轻，地表龟裂多与少； 

10.主要植物：填写主要3-4种，按每种植物的出现频度递减排序； 

11.害鼠种类：填写主要3-4种，依调查结果和历年积累资料，按危害程度排序填写； 

12.天敌种类：依调查结果和历年积累资料，罗列观测区域出现的天敌种类名称； 

13.利用方式：割草地、放牧地、刈牧兼用、是否开垦及撂荒时间等； 

14.利用状况：轻度、中度、重度放牧； 

15.草场综合评价：好、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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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观测区野外路线调查表 

县级行政名称  调查人  

观测区编号  调查地点  

经度（°）  纬度（°）  高程（m）  

地形  坡向  坡位  

植被盖度（%）  地上生物量（g /m2）  调查日期  

土壤类型  

地表特征  

草原类型  

主要植物  

利用方式  

利用状况  

天敌种类  

害鼠发生情况 害鼠种类 密度或数量 捕获率或数量比 备注 

    
调查样方 1 

    

    

    调查样方 2 

    

    

    调查样方 3 

    

注：1.县级行政名称：必须填写标准完整的行政名称，不能简写；  

2.观测区编号：调查种类+由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当前年度＋4位顺序编码组成，顺序编码范围

0001～9999； 

示例：2014 年玛多县高原鼠兔 2号观测区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 

3.经纬度单位为“°”，小数点保留6位。高程为“m”； 

4. 地形：台地、平地、坡地、陡坡、沟谷、悬崖、其它； 

5.坡向：阳坡、半阳坡、阴坡、半阴坡； 

6.坡位：坡顶部、坡上部、坡中部、坡下部、坡底部； 

7.土壤类型：如栗钙土、淡栗钙土等； 

8.地表特征：主要记录枯落物多与少，覆沙多与少，覆砂砾多与少，盐碱斑多与少，  

土壤侵蚀，地表板结重与轻，地表龟裂多与少； 

9.草原类型：如羊草、针茅型；    

10.主要植物：只要记录前三种主要植物名称； 

11.利用方式：割草地、放牧地、刈牧兼用、是否开垦及撂荒时间等； 

12.利用状况：轻度、中度、重度放牧； 

13.天敌种类：依调查结果和历年积累资料，罗列观测区域出现的天敌种类名称； 

14.害鼠种类：填写主要3～4种，依调查结果和历年积累资料，按危害程度排序填写； 

15.数量比：调查区各种啮齿动物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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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监测样地定面积捕尽法调查表 

县级行政名称  调查人  

观测区编号  样地编号  

样地经度 （°） 样地纬度 （°）

样地高程 （m） 样地面积 
（hm2）

害鼠种类  

第 1次 

检查 

第 2次

检查 

第 3次 

检查 调查日期 
布夹 

（弓）数 

收夹（弓）

数 
♂ ♀ ♂ ♀ ♂ ♀

捕获数

（只） 

捕获率

（%） 
备注 

            

            

            

            

            

            

            

            

            

            

            

            

注：1.行政名称：必须填写标准完整的行政名称，不能简写； 

2.观测区编号：调查种类+由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当前年度＋4位顺序编码组成，顺序编码范围0001～9999；

示例：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 

3.样地编号：样地编号+01，例如，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1号样地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01；

4.经度、纬度：按×××.×××××°填写，例：113.84981°，其他格式需要转换成度； 

5.高程：以整数位填写海拔高度，单位为 m； 

6.样地面积：本次捕尽法调查的样方面积； 

7.害鼠种类：填写每个监测站（点）固定监测的害鼠类； 

8.捕获率（%）= 100
鼠夹（弓箭数）

捕获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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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高原鼠兔夹日法调查表 

县级行政名称  调查人  

观测区编号  样地编号  

调查日期 序号 布夹数 收夹数 捕获鼠数 夹日捕获率 捕鼠昼夜数 备注 

        

        

        

        

        

        

        

        

        

        

        

        

        

        

注：1.行政名称：必须填写标准完整的行政名称，不能简写； 

2.观测区编号：调查种类+由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当前年度＋4位顺序编码组成，顺序编码范围0001～9999；

示例：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 

3.样地编号：样地编号+01，例如，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1号样地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01；

4. 100
h

% 



（捕鼠昼夜数）（鼠夹数）

（捕获鼠数）
夹日捕获率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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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高原鼠兔洞口密度调查表 

县级行政名称  调查人  

观测区编号  样地编号  

样方经度（°） ° 样方纬度（°）  

样方高程（m）  植被盖度（%）  

草群高度（cm）  地上生物量（g/m2）  

坡向  坡位  

主要植物  

调查时间 
堵洞数 

(个/0.25 公顷) 

有效洞口数 

(个/0.25 公顷)

有效洞口密度 

(个/公顷) 
捕鼠数（只） 洞口系数 

折合鼠密度 

(只/公顷) 

       

       

       

       

       

       

注：1.行政名称：必须填写标准完整的行政名称，不能简写； 

2.观测区编号：调查种类+由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当前年度＋4位顺序编码组成，顺序编码范围0001～9999；

示例：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 

3.样地编号：样地编号+01； 

示例：2014年玛多县高原鼠兔2号观测区1号样地的编码为：R6326262014000201。 

4.经度、纬度：按×××.×××××°填写； 

示例：113.84981°。其他格式需要转换成度。 

5.高程：以整数位填写海拔高度，单位为m； 

6.植被盖度：样方内各种植物投影覆盖地表面积的百分数； 

7.草群高度：植物叶层平均自然高度，高度的测定重复10次的平均； 

8.地上生物量：指某一时刻单位草原面积地上全部植物生长量。测定草原植物地上生物量要齐地面剪割； 

9.坡向：分为阳坡、半阳坡、半阴坡、阴坡； 

10.坡位：坡顶、坡上部、坡中部、坡下部、坡脚； 

11.主要植物：填写主要3-4种，按每种植物的出现频度递减排序； 

12.有效洞口密度=有效洞口数/调查面积（0.25 hm2）； 

13.洞口系数=捕获鼠数/有效洞口数； 

14.折合鼠密度=有效洞口密度×洞口系数。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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