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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起勇、孟凤霞、李贵昌、岳木生、鲁亮、谭梁飞、张令要、付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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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 水灾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水灾发生时,病媒生物应急监测和控制的原则、方法与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协调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技术部门,在水灾发生前的

应急能力储备,以及在水灾发生时,专业人员对病媒生物应急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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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3796—2009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23797—2009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GB/T23798—2009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灾 flooddisaster
由于暴风雨、长期连续降雨等极端雨量,台风、龙卷风等极端强风引发的强降雨,海啸等地貌活动导

致的洪水泛滥、暴雨积水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害。水灾具有区域性、季李性和周期性发生的特点。

4 本底资料收集

4.1 水灾前的水文地貌本底

我国水患多发,水体与地区相对固定,对于经常发生水灾的地区,应收集其水患前自然状态下河道、

流量、地形、地貌、水体周边土地利用状况等相关本底资料。在灾害发生后,根据本底信息更加有效地确

定危险区域与控制范围。

4.2 水灾前病媒生物种类本底

收集当地主要病媒生物的种类、分布、种类构成、季节消长、密度等本底资料;收集受灾地区所处的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动植物群落和积水类型等资料,作为应急监测与控制的参考基线。

4.3 水灾前病媒生物性传染病及易感人群的基本资料

在水灾发生时,应了解当地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的种类、发病率、分布范围、发病季节及易感人群,为

对病媒生物的风险评估和制定控制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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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灾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的储备

5.1 物质储备

交通和信息采集工具、施药器械、杀虫杀鼠药物、个人防护用品等(见附录A)。
可能受灾地区的大比例尺行政区划图、地形图以及相关水文资料。

5.2 技术储备

经过考核并演练的适宜技术方案、应急预案,监测与控制的操作规程等。

5.3 人员储备

编制以当地及周边地区病媒生物专家为主,涉及病媒生物和相关传染病方面的专家的资源名录,其
中包括专家通讯方式、专业特长等信息。

储备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技能的专业技术队伍,包括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有害生物防制公司的相关人员,并对其进行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技能的培

训及考核,包括常见病媒生物的种群分布、生态习性、监测方法、防治方法等基本知识和杀虫剂的配制、
药械使用、个人防护要求等现场操作技术。

5.4 储备要求

储备物资应定期检查更新,保证杀虫杀鼠药剂在保质期内使用。应急处理后对储备物资要及时补

充,对储备技术及时评估完善。

6 水灾时病媒生物应急监测

6.1 水灾时病媒生物应急监测的启动与终止

根据病媒生物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启动病媒生物应急监测。
经确认水灾影响已消除,或病媒生物发生季节结束,终止病媒生物应急监测工作。

6.2 水灾发生时病媒生物发生的风险评估

水灾发生时,通过对水灾灾情和传染病疫情的了解,结合当地已有的病媒生物相关本底资料,分析

病媒生物种类、发生范围、发生强度等趋势,开展风险评估。

6.3 蚊虫监测

水灾发生时,应进行蚊虫的监测。幼虫和蛹的监测采用勺捕法、吸管法,产卵情况的监测采用诱卵

器法,成蚊监测采用诱蚊灯法、栖息蚊虫捕捉法、人诱停落法、人帐诱法。上述各种监测方法见

GB/T23797—2009。

6.4 蝇类监测

水灾发生时,应进行蝇类的监测。幼虫采用目测法,成虫采用目测法、笼诱法、粘捕法等,见
GB/T23796—2009。

6.5 鼠类监测

水灾发生时,应进行鼠类的监测。鼠类监测采用夹(笼)夜法、粘鼠板法、粉迹法、鼠迹法、盗食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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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鼠密度。上述各种监测方法见GB/T23798—2009。
根据鼠洞密度和群众反映,可间接推测鼠情。

6.6 蚤类监测

水灾发生时,应进行蚤类的监测。采用鼠体蚤指数法、游离蚤指数法,方法详见附录B。

7 水灾发生时病媒生物应急控制

7.1 水灾时病媒生物应急控制的启动与终止

水灾发生后,基于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风险评估,建议是否启动病媒生物应急控制工作。
灾后生活秩序恢复正常,经监测确定无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暴发流行、病媒生物密度恢复到不足以引

起传染病暴发的最低密度阈值的安全水平时,终止病媒生物控制工作。

7.2 水灾时病媒生物控制的关键措施

7.2.1 健康教育

在灾区,通过宣传画、手册、广播、电视等方式,普遍开展关于病媒生物及其相关传染病的危害、预防

控制和个人防护的科普教育,全民动员预防控制病媒生物,减少或避免由病媒生物引发的灾后次生灾害

的发生。

7.2.2 环境治理

水灾发生时,应及时处理人和动物尸体,搭建临时厕所,集中处理粪便,清理街道或居民区周围的淤

泥和垃圾,填平或疏导地面积水,倾倒容器积水并倒置容器,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环境治理是水灾后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7.2.3 化学防治

化学杀虫剂因具有快速和高效的杀虫特点,广泛用于水灾灾区的病媒生物预防和控制。在使用化

学杀虫剂时,应注意:

a) 化学防治药剂选用具有农业部药检所审批的登记证;

b) 根据环境特点选用速效的空间喷洒或长效的滞留喷洒药剂;

c) 各类诱饵有明显的警戒色,严防人畜中毒;

d) 根据抗药性及生物群落背景资料,科学选择药物种类及剂型,合理运用技术,以提高药效,避
免浪费、污染及抗药性的产生;

e) 高温高湿容易发生农药中毒事件,施药人员应重视个人防护,使用防护服、眼罩、口罩、手套、防
护袜、防护面具、工作鞋等避免中毒。

7.3 病媒生物控制

7.3.1 蚊虫控制

室外空间喷洒杀虫剂,迅速杀灭成蚊,应选用热烟雾、超低容量制剂及相应器械。
室内或帐篷内壁应用持效性长的杀虫剂做滞留喷洒,或使用热烟雾剂或超低容量剂空间喷洒,或使

用气雾剂喷洒、蚊香熏杀或驱避,灾民或救灾人员夜间休息应使用杀虫剂浸泡处理的蚊帐以阻断病媒与

人接触并能杀灭室内蚊虫。
户外活动工作时使用驱避剂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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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蚊虫孳生地监测情况,在密度较高的区域使用灭幼剂。对周围区域实施环境治理。

7.3.2 蝇类控制

室内或帐篷内墙壁、顶棚应用持效性长的杀虫剂滞留喷洒。应用毒绳、毒饵、毒水灭蝇,也可用粘蝇

彩带粘蝇。
室外可用空间喷雾杀灭成蝇,也可用诱蝇笼诱捕成蝇。
公共厕所、私厕、垃圾堆等蝇类孳生地可使用杀虫剂杀灭幼虫。

7.3.3 鼠类控制

应使用高效、安全的抗凝血杀鼠剂,在潮湿环境中应使用蜡块毒饵。如果情况紧急,经相关管理部

门批准,才可以使用急性鼠药。
若需当地配制毒饵,应由专业技术人员统一配制。根据鼠情决定毒饵投放量。投饵工作由受过培

训的灭鼠员承担,投饵点应有醒目标记。诱饵放置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位置,应有毒物标示,以防误食。
投毒后及时搜寻死鼠,管好禽畜。投饵结束应收集剩余毒饵,焚烧或在适当地点深埋。卫生部门要做好

中毒急救的准备。
灭鼠时,应在居住区喷洒杀虫剂,消灭离开鼠体的蚤、螨等。

7.3.4 蚤类控制

应先施药,再清理环境和灭鼠,再施药。
灭鼠蚤用杀虫粉剂处理鼠类的栖息场所,沿鼠道、鼠洞周围喷洒20cm~25cm宽,厚度适中的杀

虫粉剂,每个鼠洞喷洒粉剂30g。
灭游离蚤时用杀虫剂喷洒卧室、床铺、被褥、沿墙地面、缝隙,牲畜圈等。

8 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的评估

8.1 病媒生物控制效果评估

病媒生物应急控制实施后,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专业人员进行效果评估。
评估内容应包括现场调查环境整治效果,防护设施完善程度,孳生地清理情况,群众对病媒生物及

相关传染病的知晓率,公众对病媒生物骚扰控制的满意度,控制前后病媒生物监测结果计算密度变化

(计算公式见附录C),综合判定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8.2 监测与控制过程评估

评估灾区前期物资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应急监测与控制预案,是否建立起病媒生物监测系统,收
集的监测数据是否完整,杀虫剂是否正确使用,是否根据抗药性水平确定用药方案。

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完善、更新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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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推荐药剂、器具和防护设备

表 A.1 推荐为水灾病媒生物控制储备的药剂、使用方法及防治对象

有效成分 类型 使用方法 控制对象

杀螟硫磷 有机磷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蝇蛆、蚤类

马拉硫磷 有机磷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蚤类

甲基嘧啶磷 有机磷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

倍硫磷 有机磷 颗粒剂、乳油 蚊幼、蝇蛆

双硫磷 有机磷 颗粒剂、乳化浓缩剂 蚊幼

虫威 氨基甲酸酯 滞留喷洒 成蚊、成蝇

残杀威 氨基甲酸酯 滞留喷洒 成蚊、成蝇、蚤类

顺式氯氰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 成蚊、成蝇、蚤类

联苯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 成蚊、成蝇

氟氯氰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

溴氰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蚤类

醚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空间喷洒 成蚊、成蝇

高效氯氰菊酯 拟除虫菊酯 滞留喷洒 成蚊、成蝇、蚤类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Bti) 微生物 水分散粒剂撒施 蚊幼

溴鼠灵 抗凝血剂 毒饵、蜡块 鼠类

杀鼠灵 抗凝血剂 粉剂、毒饵 鼠类

溴敌隆 抗凝血剂 蜡块、毒饵 鼠类

氟鼠灵 抗凝血剂 蜡块 鼠类

  注: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性储备,根据推荐使用说明剂量和方法使用。并注意药剂的有效期随时

更换。

表 A.2 施药器具

器 具 名 称 用 处

喷雾器

小型家用手动塑料喷雾器 室内喷雾

手动压缩式喷雾器 室内滞留喷洒、室外小面积喷雾

弥雾喷雾器 室外喷雾、喷烟

超低容量喷雾 室外喷雾

烟雾机 大面积卫生杀虫、消毒

车载喷雾设备 处理大面积蚊蝇孳生地

飞机喷洒设备 大面积卫生杀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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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续)

器 具 名 称 用 处

配药设备

量筒 称量

量杯 称量

玻璃棒 搅拌

蚊、蝇、鼠监测

吸管 采集幼虫

诱蚊灯 诱捕成蚊

诱蝇笼 诱捕蝇类

鼠夹 捕捉鼠类

表 A.3 防护设备

名 称 用  处

防护服 隔离有毒物质,防止蚊虫叮咬及隔离生物侵害

眼罩 保护眼睛

耳塞 隔音,保护听力

胶皮手套 防止危害性物质侵染手部

口罩 预防呼吸道疾病传播,防止有害物质的吸入

鞋套 防止污物沾着

工作鞋 便于工作时,防水透气要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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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蚤类监测技术

B.1 鼠体蚤指数法

采用鼠笼法捕活鼠,检查计数每只鼠体上的寄生蚤数。将一定数量的捕鼠笼,根据鼠的活动习性布

放一个夜晚或一个白天,把捕获的活鼠连同鼠笼放入布袋内,以防蚤逃逸。将鼠及蚤用乙醚或氯仿麻醉

处死,将死鼠置于白纸上或搪瓷盘内,一手用镊子挟住尾巴,另一手以篦子或毛刷反复篦刷鼠毛,如有跳

蚤便会落到纸上或盘内。然后以湿毛笔沾蚤放入70%酒精瓶内,同时进行计数。如尚有个别活蚤,可
用乙醚棉球按住后放入酒精瓶内。装鼠的布袋应仔细检查,如有跳蚤也拣入酒精瓶内。

有条件应将蚤分类计数,求出分种蚤指数即某种蚤数/鼠,以便分析各种蚤指数与疾病的关系。

B.2 游离蚤指数法

用一定大小和数量的粘蚤纸,分放在室内地面上,如15m2~18m2 的室内,可用16开的粘蚤纸

5张,分别放于室中心一张、室四角各一张。经一昼夜后,平均每张纸所粘得的蚤数即为游离蚤指数,单
位为蚤数/张。如要评价蚤类防制效果,可在灭前、灭后,用同一方法连续进行调查。

粘蚤纸制作方法是先把油加热,然后将粉粹的松香末加入油中,油与松香比例为1∶1,混溶后拌

匀,待冷却后涂于16开的白纸上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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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效果计算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P=D0-D1

D0
×100% …………………………(C.1)

  式中:

P ———杀灭率,%;

D0———处理前病媒生物密度;

D1———处理后病媒生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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