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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盧高宏* 2004 鼠害防治技術之研發及展望 鼠類危害及防除技術研討會專
刊：25-38 

臺灣地區氣候溫和，作物種類繁雜且終年不斷，對田間鼠類而言，可供
棲息隱匿的處所隨處皆是，且糧食不虞匱乏。因環境適宜，田間各種鼠類不但
生殖潛能高，且全年皆可生殖，對各種農作造成極大的為害，鼠害防治自然成
為病蟲草害之外的一項重要植物保護工作。鼠害防治工作無論在防除計畫的規
劃、防除方法的研發、防除藥劑的選用，皆已相當成熟，近 25 年來，每年的
防除率皆高達 80%，可謂成效卓著。但因長期使用抗凝血性殺鼠劑，部份鼠
類的多種藥劑產生抗藥性或耐藥性，故仍需針對開發新型殺鼠物質及相對應的
防除技術加以研究探討。自 1988 年達滅鼠研發上巿之後，國外對鼠害防除方
式，未見有其他新的殺鼠劑上巿，相對的卻見探討以肝毛細線蟲(Capillaria 
hepatica)、新加坡肌肉孢子蟲(Sarcocystis singarporensis)進行鼠類棲群控制之
生物防治法，及天然素材或植物淬取物雷公藤多醣苷劑之殺鼠劑防除鼠害研
究。這些以天然素材及植物淬取物之殺鼠劑，解決抗藥性的問題及以寄生蟲防
除野鼠之生物防治方法，無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惟方向。此外探討如何取代現
行殺鼠劑配方中之蠟質之成份，研發新型殺鼠餌劑及提高鼠類對餌料喜好性之
研究，為今後鼠害防除研究之重要項目之一。 
 (關鍵詞：鼠害防治、抗藥性、肝毛細線蟲、新加坡肌肉孢子蟲、雷公藤、餌

劑配方) 
緒言 

臺灣地區氣候溫和，作物種類繁雜且終年不斷，對田間鼠類而言則是可

供棲息隱匿的處所隨處皆是，且糧食不虞匱乏。因環境適宜，田間各種鼠類不   
但生殖潛能高，且全年皆可生殖，據 1960年代的估算，田間鼠類的數量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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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4000萬隻以上，對各種農作造成極大的為害，每年所造成糧食損失高達
28萬噸，蔗園中 4.6%蔗莖為鼠類所嚙咬而倒伏，鼠害防治自然成為病蟲草害
之外的一項重要植物保護工作。 

臺灣地區有系統的鼠類防除工作肇始於 1926年臺灣糖業株式會社使用磷
劑對所種植的甘蔗進行化學藥劑的鼠害防治，爾後的防除工作大致可分為光復

後之防除、1957/1958 年野鼠全面防除、1970-1976 年鼠害防治六年計畫，各
階段的皆以保護田間作物為防除目標。至 1979年行政院孫運璿院長於第 1631
次院會中指示由農業發展委員會約集內政部、衛生署、及省巿政府研擬全面滅

鼠辦法，成立臺灣區滅鼠工作小組，才將防滅鼠目標擴大為同時防住家及田間

鼠類。鼠害防治工作無論在防除計畫的規劃、防除方法的研發、防除藥劑的選

用，皆已相當成熟。近 25年來，每年的防除率皆高達 80%，可謂成效卓著(14)。

但因長期使用抗凝血性殺鼠劑，部份鼠類不可避免的對藥劑產生耐藥性，故仍

需針對開發新型殺鼠物質及相對應的防除技術加以研究探討。 

田間鼠類防除藥劑之使用現況 

鼠害防治的方法有多種，包括使用各式捕鼠器械或電網之物理防治法及

使用燻蒸劑、不育劑或殺鼠劑等化學防治法。迄今，臺灣地區各階段的滅鼠工

作皆以施用化學殺鼠劑為主要防治方法，其間所使用的殺鼠藥劑也歷經磷劑、

急性殺鼠劑、各種抗凝血性殺鼠劑之演替。 

除於 1972-1980期間以磷化鋅餌劑輔以殺鼠靈餌劑防治田間野鼠外，自臺
灣糖業公司於 1951年引入抗凝血性殺鼠劑殺鼠靈，1954年全面推廣於蔗園中
使用以來，所臺灣地區使用的殺鼠劑皆為抗凝血性殺鼠劑。現今登記於田間鼠

類防除的抗凝血性殺鼠劑有殺鼠靈、剋滅鼠 (coumatetralyl)、得伐鼠
(diphacinone)、可伐鼠 (chlorophacinone)、雙滅鼠 (difenacoum)、撲滅鼠
(bronadiolone)、可滅鼠 (brodifacoum)、伏滅鼠 (flocoumafen)及達滅鼠
(difenacoum)。 

剋滅鼠、得伐鼠、可伐鼠與殺鼠靈同屬第一代抗凝血性殺鼠劑，藥效類

似，雖登記於田間鼠類防除之用，但於歷年的田間鼠害防除計畫中並未被採用
(14)。殺鼠靈，經二十多年的使用後，不可避免的亦產生了抗藥性的問題(3)。為

解決此等的抗藥性問題，陸續引入第二代新抗凝血性殺鼠劑，可滅鼠、撲滅鼠、

伏滅鼠及達滅鼠，分別於 1979、1982、1988及 1997年取得本國農藥登記。其
中達滅鼠雖亦取得上巿登記，但因對赤背條鼠及鬼鼠的藥效較差，農林廳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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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時的使用量為每公頃使用 0.0025%餌劑 2 公斤，用量為可滅鼠 0.005%餌劑
及伏滅鼠 0.005%餌劑的 2 倍，而每公斤巿售價格卻相差無幾，造成此藥劑在
臺灣雖然曾登記上巿，但卻未曾有使用於防除田間鼠類之記錄(14)。 

撲滅鼠 1983 年取得上巿登記，1984 年於雲林、嘉義、台南等縣共選 5
鄉鎮的一般耕地試用，試用結果良好。但此藥劑對鬼鼠的藥效不佳，臺灣區滅

鼠工作小組檢討後，做出「於鬼鼠密度較高地區，如公共地、蔗作栽培較多鄉

鎮等，以選用可滅鼠較為有效」之決議，臺灣糖業公司亦不推廣於蔗園中使用。

故 1985年起僅有部份縣巿使用於一般耕地的鼠害防治工作(14)。經多年連續以

撲滅鼠作為防治鼠害藥劑後，本省一般耕地中的赤背條鼠(Apodemus agrarius)
個體間對撲滅鼠的感受性有明顯的差異性，部份地區的鼠隻可能已產生抗藥性
(10)。本省蔗園中之鬼鼠個體間對撲滅鼠的感受性有明顯的差異性(11)。而在本

省糧倉食庫中的家鼷鼠(Mus musculus castaneus)已經證實對撲滅鼠產生抗藥
性(9)。自 1995 年起各縣巿政府及糧食局不再採用撲滅鼠做為田間及糧食倉庫
鼠類防除用藥劑(14)，而僅使用可滅鼠及伏滅鼠二種殺鼠餌劑(表一)。 

1988年伏滅鼠(flocoumafen)取得上巿登記，經二年的試用後，自 1991起
即成為各縣巿政府採購田間鼠害防治藥劑的首選。伏滅鼠並未使用於本省糧食

倉庫鼠害之防除，但在糧倉食庫中的家鼷鼠對撲滅鼠及伏滅鼠卻有交互抗性
(9)。由田間鼠類對抗凝血性殺劑的感受性調查結果顯示：伏滅鼠餌劑經多年使

用後，對田間的鬼鼠及赤背條鼠的藥效有降低的趨勢，似乎此二種鼠類對撲滅

鼠及伏滅鼠亦有交互抗性的現象(未發表資料)。 

自抗凝血性殺鼠劑上以來，國際間對鼠害的防治技術皆以新抗擬血性殺

鼠劑的研發及使用為主。自 1988年達滅鼠研發上巿之後，未見有其他新的殺
鼠劑上巿，相對的卻見探討以生物防治及天然素材或植物淬取物之殺鼠劑防除

鼠害研究。 

生物防治 

脊椎動物族群週期性變動的原因，長久以來即為生物學者關注的現象。

近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生物體間的互動關係較內在遺傳機制更可能是引起變動

的原因，其中寄生蟲是重要因子之一(23)。有部份學者延伸此種寄生蟲的致病

性或對生殖能力之影響於鼠類棲群數量的控制的探討(18, 41, 45)，前者著重於新

加坡肌肉孢子蟲(Sarcocystis singarporensis)的應用，後者則著重於肝毛細線蟲
(Capillaria hep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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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78-2003年田間野鼠防除使用殺鼠餌劑種類及數量 
Table 1. Poison bait used for field rodent control in 1978~2002 

Amount of bait(ton)  
Zinc 

phoshide 1% 
Warfarin 
0.025% 

Brodifacoum 
0.005% 

Bromadiolon
e 0.005% 

Flocoumafen 
0.005% 

1978  0 1008    
1979  0 1613    
1980 21 1740    
1981  1 1064 329   
1982    1.8 406 582   
1983  0 357 689   
1984  675 600 12  
1985  63 779 73  
1986  55 670 55  
1987  63 607 159  
1988  32 501 276  
1989  0 482 289 22 
1990   457 203 126 
1991   252 130 376 
1992   227 133 362 
1994   233 101 436 
1995   341 0 529 
1999   308  466 
2000   293  387 
2001   299  365 
2002   465  186 
2003   381  228 

 
一、肝毛細蟲 

肝毛細線蟲(Capillaria hepatica)為常寄生於鼠類動物之體內寄生蟲，因寄
生於宿主肝臟組織內因而得名。此蟲感染範圍廣佈於全世界各地，生活史特

殊，不需中間宿主，蟲體侵入宿主肝臟後，於肝臟實質內產卵，蟲體及蟲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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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離開肝臟。肝臟中之蟲卵為其他鼠類或動物經由動物相食(cannibanism)或食
屍(necrophage)之方式，經消化之後於糞便中釋出，於合適環境中發育成具感
染力之蟲卵，再經食入而造成感染(43)。對鼠隻感染率高又會造成感染鼠隻繁

殖力下降(44)，因而有學者認為可藉由此蟲作為生物防制方法，控制野鼠之族

群數量(15, 30, 31, 45)。於澳洲的小麥田，對歐洲家鼷鼠(Mus domesticus)進行的防
治試驗，雖然可造成鼠類的感染，但感染率卻隨時間而遞減，而無法抑制族群

數量的增加(41, 42)。 
二、新加坡肌肉孢子蟲 

肌肉孢子蟲(Sarcocytis)為頂腹門(Phylum Apicomplexa)，孢子蟲綱(Class 
Sporoza)的原蟲。為絕對寄生於細胞內的原蟲，具有一個包括產生裂殖子的裂
殖生殖(shizogony)、產生具感染性孢子的孢子生殖(sporogony)、及配子生殖
(gamogony)的典型 coccidian生活史。 

新加坡肌肉孢子蟲(Sarcocystis singarporensis)是東南亞地區鼠類體內常
見(26, 35)，且具有宿主專一性(21, 26, 48)的原蟲。它利用網紋蠎蛇(Python reticulates)
以及家鼠屬(Rattus)和板齒鼠屬(Bandicota)的鼠類完成世代交替。在蠎蛇的腸道

內進行生殖，大量內含具感染力孢子體的孢子囊，隨糞便排出。鼠類主要因飲

用遭孢子體污染的水源或捕食在蠎蛇糞便取食的無脊椎動物而感染(24)。在自

然狀況下，原蟲在鼠類血管的皮層中行無性之內部多次核裂生殖

(endopolygeny)，最後一次內部多次核裂產生的內營養體(endozoite)在肌肉組織
中形成囊體 (cyst)。未成熟的囊體母細胞 (metrocyst)進一步進行無性生殖
(endodyogeny)。成熟的囊體含有數千個 cystozoites。囊體被網紋蠎吃入後，在

腸道進行有性的配子生殖形成卵囊(oocyst)，卵囊在小腸的腸黏膜固有層
(larmina propria)形成孢子囊，再隨糞便排出(17, 20)。 

但鼠類若食入大量的孢子體，則因肺、腦、腎、心臟等組織大量感染，

而死於肺炎，死亡率高達 90%(24)。於泰國的養雞場、油棕園及水稻田，以含

有高量(2 x 104)孢子體的餌劑進行溝鼠(Rattus norvegicus)、馬來亞田鼠(Rattus 
tiomanicus)及鬼鼠(Bandicota indica)的防治，新加坡肌肉孢子蟲所造成的死亡
率可達 58% - 92%(25)。 

天然素材及植物淬取物之殺鼠劑 

一、植物性天然素材 
英國 Natrocell Technologies Ltd. 研發以純植物性天然素材製成之殺鼠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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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EradiRat®，EradiMouse®，Rode-trol®)，並己於英國、瑞典、埃及、南非、
馬來西亞、美國等 15個家上巿。其作用機制為鼠隻連續取食餌劑後，餌劑中
大量的　-纖維素造成大腸及盲腸阻塞、壞死，小腸黏膜產生漿液性出血及壞
死，無法吸收水份及養份，而使體重急速下降達 20%及產生腸梭菌腸炎
(clostridia enterotoxaemia)而死亡(27, 39)。 

以 EradiMouse®供溝鼠及家鼷鼠連續任意取食，二者分別於 4-8 天及 2-6
天後全數死亡，死亡時體重平均分別減少 21.4%及 28.8%(33, 34)。以 Rode-trol®

餌劑對本省溝鼠、小黃腹鼠、赤背條鼠等田間鼠類任意取食進行測試，亦得

到類似之結果(表二)。 
 
表二、以 Rod-trol®餌劑連續餵飼溝鼠、小黃腹鼠及赤背條鼠之結果 
Table 2. Results of ad libitum feeding of Rod-trol® toRattus norvegicus, R. losea, 

Apodemus agrarius  

Species Sex
Body weight 

(g) 

Total bait 

eaten (g) 
Mortality

Days until 

death 

Body weight lost 

until death (%) 

R. norvegicus M 441±64 270(61 – 478) 5/5 11(9 – 11) 35.3±6.6 

 F 309±34 124(85 – 179) 5/5 8(6 – 10) 29.1±8.1 

R. losea M 127±18 94(75 – 122) 5/5 9(6 – 11) 25.9±10.1 

A. agrarius M 26±2  15(12 – 19) 5/5 6(5 – 7) 15.2±2.4 

 
二、雷公藤(Tripterygium wilfordii Hookf) 

雷公藤(Tripterygium wilfordii Hookf)為傳統的中藥藥材，用於治療風濕性
關節炎、紅斑性狼瘡、慢性腎炎、血小板低下紫斑症、僵直性脊椎炎等疾病。

Yu(47)  以雷公藤煎煮製劑對 144 位病患治療風濕性關節炎，其中 9 位服用藥
劑 2-56 個月後，產生精子壞死或無精蟲症，引發對雷公藤對雄性不育作用的
研究。以經管柱層析淬取後製成的雷公藤多醣苷劑餵飼 Wistar 品系大鼠，對
副睪造成損傷，使血清中睪丸酮量降低。以每週 6次，每次 10 mg/kg劑量之
雷公藤多醣苷劑餵飼大鼠，8週後副睪中精子的活動力巨幅下，精子數量亦下
降(36, 37)。 

中國的學者利用雷公藤造成雄性不育特性，製成貝奧雄性不育劑®應用於

鼠害防治。餵飼赤背條鼠 1 週後，精子數量及活動力顯著下降；2-3個月後精
母細胞發育不全，細精小管萎縮。於 2003年十月開始，於上海巿黃浦區、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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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中的赤背條鼠進行為期 3個月的田間試驗，結果試驗區中赤背條鼠族群中
幼鼠的數量大為下降；生殖率為 0，較對照區的 26.7-37.5%大為下降(葉文虎未
發表資料)。 

鼠害防治工作之展望 

台灣田間鼠害問題持續不斷，各種滅鼠藥及方法不斷改善，但仍無法有

效控制鼠害下，且田間鼠類對抗凝血性殺鼠劑不斷的產生抗藥性，以天然素材

及植物淬取物之殺鼠劑解決抗藥性的問題及以寄生蟲防除野鼠之生物方法，無

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惟方向。 

室內試驗結果顯示 Rode-trol®餌劑對本省田間鼠類具有良的效果，且應用

其作用機制不同於抗凝血劑，可解決鼠類對抗凝血劑抗藥性問題。若應用於田

間作物之鼠類防除時，因需連續取食才能達到致死效果，則要配合持續性餌站

的設置，並考量補充新鮮餌料所需的人力成本。但若使用於住家、畜殖場或動

物園等需考量對非目標動物安全性之場所之鼠類防除時，則因其良好的適口性

及安全性，不失為鼠害防除餌劑的優先選項之一。 

以雷公藤淬取物製成的貝奧雄性不育劑，應用於鼠害防治，可造成雄鼠

產生精子壞死或無精蟲症及棲群生育率大幅下降，而達到防除鼠類之效果。但

因雷公藤多醣苷劑的不育性需長期服用後才顯現，且具有可恢復性(38)。於開

放性的農地中使用，欲使大部份的雄性鼠隻皆有機會取食餌劑而達不育的效

果，需使用大量的人力及餌劑，此外在短期間內亦不易顯現出防除效,果，而
影響民眾使用之意願。  

對本省田間鼠類的調查報告顯示：肝毛細線蟲則僅在溝鼠、鬼鼠及小黃

腹鼠等 3 種體型較大鼠類中檢出，其感染率分別為 36.7%、11.5%、5.4%，而
在體型較小的赤背條鼠及田鼷中則未檢出(5)。雖然赤背條鼠及田鼷鼠等 2種小
形鼠類皆未檢出肝毛細線蟲，其原因可能在於小形鼠類因食性之關係，不易成

為肝毛細線蟲之宿主(4, 8, 19, 43)。但 Barker 等人(15)將肝毛細線蟲引入歐洲家鼷鼠

棲群，可調控其棲群密度。因此若藉由引入此寄生蟲使赤背條鼠及田鼷鼠等小

形鼠類產生感染及使鬼鼠、溝鼠及小黃腹鼠等大型鼠類的感染率增高，利用肝

毛細線蟲以為防治田間鼠類之可行性值得深入研究。 

但此蟲感染之宿主範圍廣，除鼠類外尚可造成兔子、狗、貓、猴子等(43)

其它哺乳動物及人類之感染(28) ，本省亦有人類感染之病例(29)。人類感染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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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習慣不佳，致食入泥土中具感染力之蟲卵而感染，造成亞急性肝炎及肝肉

芽腫之病變。且因台灣田間野鼠族群分佈並不集中，而分散於全台各地，防治

上經濟效應較差，且各鼠種之間感受性不同，亦是考慮因素之一，若是針對穀

倉內固定族群之鼠類防除可能較具經濟效應，因此欲引用此寄生蟲於台灣生物

防治之用途，尚值得再研究其防治鼠害之經濟效應及討論人類感染之風險性。 

有關臺灣區野生動物感染肌肉孢子蟲的狀況，尚無文獻紀錄。調查臺灣

田間鼠類感染肌肉孢子蟲種類、感染狀況，及其對鼠類的致病性，可列為今後

發展田間鼠害防除技術工作之一。  

新加坡肌肉孢子蟲是分佈於東南亞地區鼠類體內的原蟲，而非臺灣本地

的原生類。因為肌肉孢子蟲具有極高的宿主專一性，且需要有二種宿主才能完

成生活史，至今尚未有肌肉孢子蟲經由突變等途徑而擴大宿主範圍的報告(17, 

46)。對蝙蝠蛇(眼鏡蛇)科、蝮蛇科、黃頷蛇(遊蛇)科及蚺蛇科等 4 科的 7 種蛇
類的測試，新加坡肌肉孢子蟲只在網紋蠎產生孢子囊(24)，無法於鼠與鼠之間

相互感染(21)，但對東南亞地區以外的鼠類亦具有高度的感染力，而對兩棲類

及爬蟲類之動物並不具感染力(24)。因此引入新加坡肌肉孢子蟲作為田間鼠害

防除之資材的可行性應可加以研究探討。 

殺鼠餌劑的施用方式與殺蟲劑或殺菌劑不同，必需以餌劑之型式引誘鼠

類取食，才能產生藥效。Brook and Bowerman(16)比較溝鼠對 15種穀物的喜好
性試驗中，捕自垃圾場的鼠隻最喜取食者依序為米、高梁、粟、大麥；捕自養

雞場的鼠隻則依序喜好取食粟、米、落花生、大麥。Meehan(32)則認為溝鼠較

喜取食小麥、玉米、米，不喜好扁豆、豌豆和粟。本省田間鼠類鬼鼠、小黃腹

鼠、溝鼠及田鼷鼠對糙米的喜食程度大於大麥片、小麥、高梁、花生、豌豆、

黃豆等穀類食物(1)；對蓬萊米的喜好性大於對秈稻米及在來米的喜好性(2)。顯

示不同地區的鼠隻所喜好取食的穀類亦不盡相同。因此針對改進殺鼠餌劑配方

及提高鼠類對餌料喜好性之研究，為鼠害防除研究之重要項目之一。 

1957/1958年之鼠類全面防除及 1970-1976年臺灣省鼠害防治六年計畫期
間，即使用殺鼠靈作為田間鼠害防治之殺鼠劑(6, 7)。當時使用之餌劑係由國外

購入 10%原體，委由工廠加工成 0.5%母粉後，分發至鄉鎮，由鄉鎮自行與糙
米、花生油混拌成 0.025%粒狀餌劑，或再加入阿拉伯膠製成塊狀餌劑，或與
玉米、玉米澱粉、花生粉混合製成顆粒狀餌劑使用。此種餌劑不耐貯藏、於田

間易受潮、發霉。1976年，古德業及宣永康(3)發表以臘與米為基質，混合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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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蠟米餌塊之方法，顯示田間鼠類對其接受性極高，克服粒狀或塊狀餌劑之缺

點，故自 1978年起即全面使用蠟米餌塊為為田間鼠害防治之殺鼠餌劑。 
此種現今推廣使用之殺鼠餌劑以 70%穀物(主要為糙米或飼料米)及 30% 

蠟製成，於田間使用時對鼠隻之誘引性常為農民所質疑，如何提高餌劑對鼠類

的誘引性應為日後田間鼠害防除技術之工作之一。 

Shafi 等(40) 於餌料中添加蛋黃及酵母粉可提高家鼠(Rattus rattus)對餌料
的取食率，顯示餌料中添加適當的成份可提高鼠類的取食率。於飼料麥片中加

入 cyclamic acid、dextrin及蠟所製成之餌塊的接受性比對照之蠟米餌塊為佳，
取食量平均為對照之蠟米餌塊的 1.3倍(13)。由文獻資料中得知，植物所含之醣

份會影響田間鼠類對食物之選擇性，而鼠類之生理狀況亦會造成對其他營養成

份需求之改變，而影響其對食物之選擇(22)。將落花生、蕃茄、洋香瓜、甘藷

萃取汁液以 2%的量拌入糙米後，皆可提高鬼鼠、小黃腹鼠及田鼷鼠對餌料的
取食率。以 2%的量拌入糙米後再與石蠟混拌後製成蠟米餌塊後，作物萃取汁
液之作用會為石蠟所抵消(12)。故研發如何提高鼠類對殺鼠餌劑的取食性時，

探討如何取代現行殺鼠劑配方中之蠟質之成份，較諸於餌料中增加植物汁液之

研究，更有助於提高鼠類對餌料喜好性，對田間鼠害防除率及防除效益之提昇

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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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 K. H. 2004. Proceeding of Rodent Damage and Control.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rodent damage and control strategy: 25-38.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Taiwan 413, ROC) 

Taiwan, which is located in both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zones,, has a warm, 
humid climate. Multiple planting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year. Hence, the abundance of food afford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odent infestations. Field rodent control was initiated for controlling rodents in 
sugarcane fields in 1926. Since then, many methods have been tried in attempts at 
controlling these pests. Although the technology of rodent control is well 
developed, the efficacy of control has been about 80% in the past 25 yr. It 
traditionally has heavily relied on the use of anticoagulant rodenticides. In 
consequence, such poisons against field rodents is significantly droppiing, as many 
rodent populations have developed resistance to the anticoagulants commonly u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alternatives to chemical control, Rode-trol®, bait made of 
natural vegetable materials or bait made of an extract of Tripterygium wilfordii, are 
under development. Using pathogenic parasite such as Capilaria hepatica and 
Sarcocystis singarporensis which either targets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rodents or directly affects their survival as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provide another 
alternative. In order for rodent control to become even more successful, bait 
formulation and their attractiveness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field rodent control, resistance, Capilaria hepatica, Sarcocystis 
singarporensis, Tripterygium wilfordii, bait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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