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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野鼠之監測與防治

自古以來老鼠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因鼠類食性廣、適應力強且繁殖力驚人，其族群

已廣泛分布於農田、溝渠、倉庫、工廠與住家等，有人類的地方就有鼠類的存在。老鼠所造

成的危害主要分為下述三點：一、危害農作物與儲藏的農產品：農田的野鼠會直接取食農作

物，造成農作的損失，野鼠一般喜食含蛋白質、澱粉類及水份較多的食物，如甘蔗、玉米、

甘藷、高梁、花生等，亦會囓咬倉儲穀物，或以排遺、體毛污染儲存的農產品；二、破壞設

施：野鼠具穴居習性，會到處挖掘洞穴，破壞農路、田埂及灌溉排水系統，若野鼠侵入居家

環境中，輕則毀損傢俱，重則咬斷各種管線，甚至引發火災；三、傳播疾病：老鼠會傳播多

種人類疾病，如鼠疫、漢他病毒、恙蟲病、沙門氏菌病等，其中以十四世紀時鼠類引起的鼠

疫最為嚴重，造成歐洲數以萬計人死亡。 

台灣的老鼠種類主要有 14種，根據其棲息活動場所又可分為家鼠與野鼠兩大類，其中危

害一般農作物主要的野鼠為小黃腹鼠、赤背條鼠、田鼷鼠、鬼鼠、溝鼠等五種，於民國 88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於花蓮縣吉安鄉進行野鼠棲群密

度調查時發現了外來的鼠類-緬甸小鼠，現已成為當地主要的野鼠之一，目前雖仍侷限在吉安

鄉境內，但不排除會再往其他地區遷移的可能性。鼠類防治是一項需持續進行的長期性工作，

政府所投入的人力有限，即使每年一次的滅鼠週其成效有限，還需仰賴全民長期參與，以全

年減低此群「鼠輩」的數量，確保農作生產與人類健康。本文簡述近三年來本場執行野鼠監

測結果與政府推行滅鼠週的防治成效，並提供民眾與農友防治野鼠的要領，以落實野鼠防治

工作的推行。 

花蓮地區野鼠棲群密度監測 
本場執行野鼠監測計畫已達數年，為監測本地區野鼠棲群密度，於吉安鄉光華地區、鳳

林鎮鳳義段分別選擇適合鼠類棲息地 2~4處的農田為監測點，每監測點面積 1~2公頃，並佈

置鼠籠 100~200 個，以生鮮甘藷為誘餌捕捉鼠隻與紀錄鼠種、性別、氣候狀況等，每監測期

程為 5~9 天，並將各次田間監測調查所捕捉鼠隻，委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進行鼠體病媒之相

關病原檢驗。近三年來監測結果，以鳳林鎮為例，92~94 年於滅鼠週前的每公頃野鼠密度分

別為 20.6、26.2、10.5隻，經滅鼠週後每公頃野鼠密度分別為 2.7、1.5、3.5隻，其密度明顯

降低，其中以 93年的防治率最高，為 94.3％，證明政府與民眾合力下，經適當的野鼠防治措

施後可有效降低野鼠棲群密度。 

進行野鼠密度監測時發現，鳳林地區的野鼠種類以鬼鼠、小黃腹鼠為主，而溝鼠、月鼠

等密度較低；吉安地區的野鼠則以鬼鼠、緬甸小鼠為主，而小黃腹鼠、月鼠等密度較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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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次田間監測調查所捕捉鼠隻，委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作鼠體病媒之相關病原檢驗結果均

呈現陰性反應，顯示該地區鼠體上未攜帶重大的人類傳染性病菌。 

防治野鼠的方法與要領 

經本場於滅鼠週前後所進行的野鼠密度監測顯示，滅鼠週所推行的野鼠防治成效顯著，

此成果乃仰賴滅鼠週相關推行單位與參與民眾所建立，並呼籲更多民眾參與鼠類的防治工

作，以減少鼠類的危害。野鼠的防治工作執行方法與觀念如下述三要點：一、改善環境衛生：

野鼠一般多躲藏於農路、田埂、公共設施等地，應清除野鼠的進出口及藏匿處所；二、物理

防治法：農田、住家附近，使用黏鼠板、補鼠夾、補鼠籠等器材進行補鼠工作，以降低野鼠

棲群密度；三、化學藥劑防治：常用的殺鼠劑有達滅鼠、可滅鼠、殺鼠靈、得伐鼠、撲滅鼠

等餌劑，進行防治工作時，每公頃設置 15~50個毒餌站，每站放置 10~100公克毒餌，施藥後

7~10天應巡視田區，並補充已消耗的毒餌，調製配方、施藥量可參閱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方

法。 
 
 
 
 
 
 
 
 
 
 

▲捕鼠器所捕抓之野鼠 

野鼠的防治需長期進行，絕非僅於滅鼠週才

投入此項工作，如何方能將野鼠棲群密度降至最

低。另外，為配合野鼠喜於隱蔽場所取食的特

性，並保護毒餌劑免受日曬、雨淋，建議農友與

民眾可利用直徑約 10~15公分塑膠管、裁切的保

特瓶、空桶（罐）、竹筒等材料為盛器，再將殺

鼠餌劑放置其中，以供野鼠進入與取食。為處理

毒殺後的鼠屍，農友們應戴手套、口罩將屍體掩

埋或焚燒，以免影響環境衛生及避免其他肉食性

動物取食而引起二次中毒。若毒餌被人所誤食

時，應立即送醫急救，並用維他命 K為解毒劑。

  

▲防治野鼠用的殺鼠劑之一種，因已製成
餌劑，民眾應小心存放以免誤食 

▲田間可放置直徑 10~15 公分的塑膠管
當毒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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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毒餌放置毒餌站內，以免毒餌受日
曬、雨淋而失去效果 

▲民眾亦可以切割鮮藷塊，作為捕鼠之誘
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