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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区自然感染鼠疫的动物及媒介昆虫细菌分离简述

吴克梅，李超，汪元忠，魏有文，罗军，郭文涛，吴海生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鼠疫预防控制科（西宁 811602）

摘要： 

  【摘要】 简要论述三江源地区自然感染鼠疫菌的宿主动物及媒介昆虫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及首次分离鼠疫

菌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以了解该地区染疫动物、昆虫的种类及其在鼠疫流行病学方面的作用等，为三江源地区鼠

疫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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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bacterium isolation from animals and vectors infected naturally by 
plague in Sanjiangyuan district

 WU Ke-Mei, LI Chao, WANG Yuan-Zhong, WEI You-Wen, LUO Jun, GUO Wen-Tao, WU Hai-
Sheng 

Qinghai Institute for Endemi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Xining, Qinghai 811602,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biology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t animals 

and vectors infected naturally by Yersinia pestis district and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first isolation in 
Sanjiangyuan. It i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of animals and vectors infected and the function they plays 
in the plague epidemi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lague in 
Sanji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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