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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鼠星 1 号的防鼠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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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现场适口性试验和灭鼠效果测试, 害鼠对克鼠星 1 号的摄食系数为 0. 95, 现场灭鼠效果达

95. 45%。用中毒鼠尸对鸡、猫、狗进行饲养, 均无二次中毒现象发生, 试验对象体重变化与对照无差异。采取

强迫取食, 非靶动物取食克鼠星 1 号后, 均发生了呕吐反应, 但无中毒死亡现象, 说明克鼠星 1 号对非靶动物安

全, 无二次中毒现象。在大面积灭鼠中, 克鼠星 1 号对鼢鼠、田鼠、家鼠等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92. 53% , 86. 68% ,

9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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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害是农林牧业的大敌, 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林

牧经济的发展。在鼠害的防治过程中, 因药剂的残

毒造成天敌数量逐年下降, 人畜中毒现象屡见不鲜,

鼠害愈防愈烈, 面积逐年增加。由此可见, 鼠害已

经成为影响农作物产量和林木成活率的主要因素,

严重阻碍着陕西省农业的发展。进行鼠害的防治研

究特别是高效无公害药剂的研制已成为广大科技工

作者的当务之急。目前, 市场上鼠药种类很多, 但

都是采用单一化学药剂配制的, 而配制技术又因浓

度要求精确、饵料选择复杂、需随配随用, 给防治

带来诸多不便[1, 2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制的无公

害克鼠星灭鼠剂是一种新型的安全、高效灭鼠成品

毒饵, 它的研制解决了以往灭鼠剂的诸多缺点。1997

～ 1998 年, 在陕西省卫生防疫站主持下, 对克鼠星

1 号进行了现场适口性、灭鼠效果及安全性检测, 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克鼠星 1 号灭鼠剂 (K rs1# ) , 玉米糁, 质量分

数 0. 5% 溴敌隆液剂 (上海泰和化工厂) , 小白鼠

(M us m uscu lus)、甘肃鼢鼠 (M y osp a lax cansus)、褐

家鼠 (R a ttus norveg icus)、鸡 (Ga llus d om estiaus)、

猫 (F elis ca tus)、狗 (Can is f am ilia ris L inne) 由第

四军医大学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现场适口性试验　选鼠密度较高的地方为

试验观察现场, 该试验布设于西安市朱雀路蔬菜批

发市场和西安市雁塔路幼儿园。分别称取克鼠星 1

号 (A )、含质量分数 0. 5% 溴敌隆的玉米糁毒饵

(B ) 和无毒玉米糁 (C) 各 20 g, 分别放入呈等边三

角形摆置的 3 个饵盘中, 共放 50 组, 晚放晨收, 统

计各个饵盘的消耗量, 连续投放观察 4 d, 计算A ,

B 和C 各自的总消耗量[3 ]。

1. 2. 2　灭鼠效果测试　该试验布设于西安市朱雀

路蔬菜批发市场和西安市雁塔路幼儿园。将毒饵按

20 g 一堆沿墙根投放于害鼠经常出没的地方, 室内

投放按每 6～ 7 m 2 一堆, 室外每隔 5 m 一堆, 鼠多

的地方适当增加投放量, 晚放晨查, 观察 10 d。凡

饵堆食动者计为阳性, 然后用饵堆盗食阳性率表示

灭前 (前 3 d)、灭后 (后 3 d) 的相对平均鼠密度,

再依下列公式计算灭鼠效果 (用灭鼠率表示)。

灭鼠率=
灭前鼠密度- 灭后鼠密度

灭前鼠密度 ×100%。

1. 2. 3　安全性测定　用非靶动物有无二次中毒现

象表示克鼠星 1 号的安全性。二次中毒试验采用中

毒活鼠和中毒鼠尸对供试对象鸡、猫、狗进行饲养

观察, 考虑鸡的特点, 用麦粒拌剁碎中毒鼠尸饲养,

试验持续 30 d, 每天观察记载供试对象的变化[4 ]。非

靶动物误食中毒试验, 采用强迫取食的方法, 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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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按每 kg 体重 100 g 的克鼠星 1 号强迫供试动物

取食, 同时, 每天用正常饲料喂养 1 次, 并用质量

分数0. 5% 溴敌隆小麦毒饵作对照, 观察供试动物

的中毒情况。该试验布设于陕西省卫生防疫站内。

1. 2. 4　大面积灭鼠效果试验　试验地点设在延安

市的安塞、延长、黄龙县, 咸阳市的永寿、淳化、旬

邑县和宝鸡市的麟游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甘

肃, 宁夏等地。选择鼠害严重的林地、农田、粮仓

和村庄, 按照试验设计进行现场灭鼠试验。

对地下害鼠的防治效果。采取切封洞法[1, 2 ] , 首先

检查有效洞, 即开洞 24 h 后洞道被堵塞为有效洞, 再

进行投药, 并做好标记, 不投药洞为对照, 7 d 后采取

切封洞法调查计算防治率[5, 6 ]和校正防治率。

对地面害鼠的防治效果。在地面害鼠的洞系周

围 60 m 范围内, 采用区域性线形投饵, 即按照一定

的距离将毒饵呈条状均匀撒在地面上, 投饵量为

1～ 3 g, 投饵线间距为 15～ 25 m。

2　结果与分析

2. 1　现场适口性试验

　　适口性是衡量害鼠对灭鼠毒饵喜食程度的关键

指标。克鼠星 1 号的现场适口性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3 种饵料的摄食系数

T able 1　Food seek ing coefficien t of th ree k inds of bait

饵料种类
Bait
types

投放总量ög
T h row n

to tal

摄食总量ög
In take
to tal

摄食系数
In take

coefficien t

克鼠星 1 号 Krs1# 1 000. 0 278. 0 0. 95
质量分数 0. 5% 溴敌
隆毒饵
0. 5% B rom adio2
lone bait

1 000. 0 305. 0 1. 04

无毒玉米糁
Co rn flour (CK) 1 000. 0 292. 0 1. 00

　　按照评价有选择性适口性的标准, 当摄食系数

大于 0. 3 时, 适口性好; 小于 0. 3 而大于 0. 1 时,

适口性一般; 小于 0. 1 时, 适口性差。由表 1 可见,

克鼠星 1 号的摄食系数为 0. 95, 比无毒玉米糁 (对

照) 的摄食系数小, 但仍然远远大于 0. 3, 所以克

鼠星的适口性较好。

2. 2　灭鼠效果测试

克鼠星 1 号的灭鼠效果见表 2。将表 2 中的数

据代入灭鼠率计算公式, 可以得出克鼠星 1 号的灭

鼠率为 95. 45% , 灭鼠效果较好。

表 2　害鼠对克鼠星 1 号的盗食统计

T able 2　T he sta t ist ics of m ice eating K rs1#

投饵时间
T im e

投饵堆数
T h row n

p iles

盗食堆数
Eating
p iles

盗食阳性率ö%
Po sitive
rate of
eating

灭前 Befo re con tro l 250 110 44. 0

灭后 A fter con tro l 250 　5 2. 0

2. 3　安全性测定

2. 3. 1　二次中毒测定　克鼠星 1 号的二次中毒试

验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看出, 经过 30 d 的连续饲

养观察, 供试动物未发生二次中毒死亡现象, 试验

对象体重变化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

2. 3. 2　非靶动物误食中毒试验　鸡、猫和狗强迫

取食克鼠星 1 号 15～ 30 m in 后, 均发生呕吐反应,

但未发生中毒死亡现象; 供试动物取食后, 发生呕

吐反应的先后顺序有所差异, 猫反应速度最快, 鸡

反应较迟钝。而取食未加复合催吐剂的溴敌隆毒饵,

供试动物取食后没有发生呕吐反应, 3～ 5 d 后均表

现出典型的中毒症状, 7 d 中毒死亡率分别达 76.

67% , 33. 33% 和 13. 33% (表 4)。对供试动物进

行连续饲养试验, 2～ 3 次后均发生拒食现象。试验

结果显示, 克鼠星 1 号对非靶动物具有明显的保护

作用。
表 3　克鼠星 1 号的二次中毒测定

T able 3　M easurem ent of the second po ison challenge by K rs1#

动物
A nim als

数量
Amount

饵料配方
Bait compo sit ion

中毒情况 Po isoned info rm ation
呕吐反应

V om itting
reaction

中毒症状
Symp tom

死亡率ö%
M o rtality

鸡 Ch icken 30 鼠尸+ 麦粒 Co rpo se+ w heat 无 N o 无 N o 0. 00

猫 Cat
5 食毒活体 Po ison ing movab le 有 Yes 2 d 后拒食 Refusing 0. 00

5 中毒鼠尸 Po isoned co rpo se 无 N o 无 N o 0. 00

狗 Dog
5 食毒活体 Po ison ing movab le 有 Yes 3 d 后拒食 Refusing 0. 00

5 中毒鼠尸 Po isoned co rpo se 无 N o 无 N o 0. 00

鸡 Ch icken 30 颗粒饲料 Fodder 无 N o 无 N o 0. 00

猫 Cat
5 正常饲料 Fodder 无 N o 无 N o 0. 00

5 正常饲料 Fodder 无 N o 无 N o 0. 00

狗 Dog
5 正常饲料 Fodder 无 N o 无 N o 0. 00

5 正常饲料 Fodder 无 N o 无 N o 0. 00

86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0 卷



表 4　非靶动物误食克鼠星 1 号的中毒试验

T able 4　T he po isoned test of K rs1# fo r non2target an im al

处理
T reatm en t

动物
A nim als

数量
Amount

重复
Repetit ion

中毒情况 Po isoned info rm ation

呕吐反应
V om itting

reaction

呕吐时间öm in
V om itting

tim e

中毒时间öd
Po isoned

tim e

7 d 后死亡率ö%
M o rtality
after 7 d

克鼠星 1 号 Krs1#

鸡 Ch icken 50 3 有 Yes 30. 0 无 N o 0. 00

猫 Cat 5 3 有 Yes 15. 5 无 N o 0. 00

狗 Dog 5 3 有 Yes 25. 5 无 N o 0. 00

溴敌隆B rom adio lone

鸡 Ch icken 50 3 无 N o 无 N o 2～ 5 76. 67

猫 Cat 5 3 无 N o 无 N o 3～ 5 33. 33

狗 Dog 5 3 无 N o 无 N o 3～ 5 13. 33

　　动物取食溴敌隆毒饵后 4 d, 大部分溴敌隆通过

动物的粪便排出体外, 体内残留的余量均已转变为

无毒的代谢产物, 二次中毒的几率很小。克鼠星 1 号

的独特呕吐机制, 使非靶动物误食后在体内残留极

少, 不会发生二次中毒现象。

动物排泄出的克鼠星 1 号灭鼠毒饵, 在高温、高

湿环境下, 2～ 3 d 就全部降解, 降解物与土壤中的

Ca, M g 等无机盐和有机物质结合, 生成无毒的土壤

成分。田间地面使用, 在太阳的照射下, 克鼠星 1 号

有效成分很快降解失效, 所以田间一般均在下午投

放。防治地下鼠害使用的克鼠星会在土壤中有部分

残留。据测定, 残留量约占总投饵量的 10%～ 30%。

用14C 跟踪证明, 残留在土壤中的克鼠星不会直接

被植物吸收, 而是在土壤微生物和酸性磷酸酶的作

用下逐渐分解, 变成土壤中的有效养分元素后才被

植物吸收利用, 残留周期一般为 7～ 14 d。同时克鼠

星 1 号的矿物油成分使克鼠星的有效成分溴敌隆不

会发生淋溶现象, 因而不会污染水源。克鼠星 1 号

中毒的特效解药是维生素 K1。一旦发生人畜中毒,

必须根据中毒程度, 按照维生素 K1 5～ 25 m g 的剂

量, 每日口服 2 次, 或者每日肌注 2 次维生素K 1, 或

遵从医嘱。一般用药 5～ 8 d 后, 症状就会消失。对

于重症患者, 必须送医院检查治疗, 在医生指导下

服药, 不可延误。

2. 4　大面积灭鼠效果试验

克鼠星 1 号对各种害鼠均有很高的杀灭效果,

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见, 当个体食毒大于 100 gökg

时, 对小白鼠的杀灭效果达 100% ; 对甘肃鼢鼠室内

杀灭效果达 100% , 田间杀灭效果平均达 92. 53% ,

最高达 98. 89% ; 对家鼠平均杀灭效果为 98. 93% ,

最高达 99. 62%。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没有发现试

鼠个体对克鼠星 1 号成品药剂有拒食现象。
表 5　克鼠星 1 号对各种害鼠的杀灭效果

T able 5　T he effect of con tro lling mouse of K rs1#

鼠类
Rat styles

地点
P lace

年份
Year

鼠数
Amount

投毒量ö
(g·只- 1)
T h row n
amount

杀灭效果ö%
Killing effect

备注
Rem ark s

小白鼠
M us m uscu lus

杨陵 Yangling 1997208 40 10. 0 100. 00 室内 Indoo r

鼢鼠类
M y osp a lax sp.

周至 Zhouzh i 1995205 38 10. 0 100. 00 室内 Indoo r

麟游 L inyou 1995204 128 10. 0 95. 20 林区 Fo rest zone

黄陵 H uangling 1993205 106 10. 0 98. 89 林区 Fo rest zone

旬邑 Xunyi 1997205 200 10. 0 88. 26 林区 Fo rest zone

永寿 Yongshou 1997205 300 10. 0 87. 76 林区 Fo rest zone

田鼠类
M icrotus sp.

新疆 X in jiang 2000208 200 10. 0 78. 95 林区 Fo rest zone

甘肃 Gansu 1999207 180 10. 0 88. 41 林区 Fo rest zone

宁夏 N ingx ia 1998209 220 10. 0 92. 59 林区 Fo rest zone

家鼠类
M ussp.

杨陵 Yingling 1997208 150 10. 0 98. 67 住区 A ccommodation

麟游 L inyou 1997204 604 10. 0 98. 51 村庄 V illage

永寿 Yongshou 1997205 260 10. 0 99. 62 村庄 V illage

3　结　论

经陕西省卫生防疫站检测, 害鼠对克鼠星 1 号

的摄食系数为 0. 95, 现场灭鼠效果达 95. 45%。应

用中毒鼠尸拌以正常饲料对鸡、猫、狗进行喂养, 供

试动物没有发生二次中毒现象, 试验对象体重与对

照没有差异。非靶动物强迫取食克鼠星 1 号后均发

生呕吐反应, 无中毒死亡现象。克鼠星 1 号灭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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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鼠类适口性好, 杀灭效果显著, 同时还具有作用

缓慢, 不会引起鼠类警觉和拒食, 降解过程快, 不

污染环境, 对人畜安全, 无二次中毒现象等特点。

在大面积灭鼠中, 克鼠星 1 号对鼢鼠、田鼠、家

鼠等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92. 53% , 86. 68% ,

98. 93%。克鼠星 1 号是一种新型高效慢性灭鼠成

品毒饵, 一次投饵数日内对各种害鼠均有较高的杀

灭效果, 在林地和大田大面积灭鼠工作中, 具有省

工、省饵的优点, 是理想的灭鼠成品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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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cu rity and effect of K rs1# in con tro lling r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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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at ing coeff icien t of K rs1# fo r mou se is 0. 95, the effect of con tro lling is 95. 45% by

test ing the effect of con tro lling mou se. B reeding ch icken, ca t, dog by u sing the po isoned mou se bodies, they

did no t occu r the second tox ico sis, there w ere no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avo irdupo is of test ing an im als and

CK. T he test ing an im als occu rred the vom it ive react ivity, bu t they did no t d ie, by fo rcing them to eat

K rs1# . T he resu lt is tha t K rs1# is safe and no t secondly2po isonou s to ch icken, ca t, dog. It is lit t le lef tover

and unpo llu t ion in the field. V K 1 is the effect ive an t ido te. T he effect of K rs1# to Zoko r, f ield mou se, hou se

mou se is 92. 53% , 86. 68% , 98. 93%.

Key words: K rs1# ; ed ibality; con tro lling effect; secu rity

07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0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