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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卫生标准体系的建设是“十一五”发展的

重要任务。为此，科技支撑计划设立了重大项目“卫生

安全重要技术标准研制”。现就其子课题“病媒生物危

害 风 险 评 估 及 关 键 控 制 技 术 标 准 的 研 究

（2006BAK04A11）”《鼠害防制操作规程·农村》的编写

与同行探讨，以使其更加完善。

1 编写意义

农村历来是控制鼠类的难点，其原因在于我国大

多数地区的农村房屋建筑构型及传统的生活习俗，使

得村镇中不仅有鼠类可食的大量食物，而且普遍存在

有利于鼠类栖息的场所。加之农民控制鼠类的方法往

往采用“单兵作战”的方式，同一地区会出现多种灭鼠

方式并存的现象。而控制鼠类成效显著的统一连片防

治方式则需要政府的扶助和资金补贴。近年来，这方

面的投入虽有所加大，但仍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特别

是科学灭鼠宣传与技术培训很难深入到农村。因此，

农民常以自己认为可行的方式灭鼠。这种背景导致了

农村鼠类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的水平，甚至一些违

法或危险做法也屡禁不止。如购买国家已经禁止使用

的杀鼠剂，违反电器安全规则使用电猫，以及自制熏蒸

剂等。这些做法不仅导致误伤非靶标生物，甚至还误

伤人畜。在这个背景下，农村规范控制鼠类的药械与

操作就成为非常紧迫和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随着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加速，

一些适用于农村控制鼠类的技术措施、手段，如布放毒

饵盒、建立防鼠设施、清除鼠类滋生环境等也需要通过

一定形式的技术标准加以规范和推广。

2 编写原则

我国已先后制定一批与鼠类控制相关的地方或行

业标准，这些标准对本标准同样有着很好的借鉴作

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还查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

（WHO）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网站的相关内

容 。 检 索 到 Regional Guidelines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ional Publication 29/1999） Dengue/DHF
Annex  ：Functions of Emergency Action Committee
（EAC）and Rapid Action Team（RAT）［1］。同时还参考

了编写组以往与美国、欧盟、越南、澳大利亚等同行在

鼠类控制交流中的文献和具体做法。以使文本能够符

合国际通行的有效鼠类控制方法与安全原则。

由于鼠类控制涉及危险化学品（如经口类杀鼠剂、熏

蒸剂）生物制品或生物（含鼠类天敌）、捕鼠器械以及近年

来出现的各种控制鼠类的方法和器械，如电子捕鼠（驱

鼠）器，声音（如超声波）以及不育剂等。因此，在制定标

准时尽可能将我国制定的相关标准作为本标准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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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便使这些产品或方法不仅能够有效控制鼠类，而

且能够保证人畜、野生生物以及环境的安全与健康。

3 主要工作过程

编写组先后在内蒙古、浙江、江苏、河北、四川、青

海、湖南、辽宁、甘肃、广东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不同

类型的农村；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农村鼠害防治现状

与发展趋势的专题研究。走访考察了 100多个农户、

养殖场、公共设施以及其他易于滋生鼠类的环境，获得

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

现阶段各地农村发展的程度很不平衡。即使是江

苏、浙江、广东省等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存在大多数农民

缺乏通过环境改造降低鼠类数量的意识，而更多地依

赖于杀鼠毒饵解决鼠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农民比

较主动地接受新型方法与器械，有些还自主研制捕鼠器

械。而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则对鼠类的容忍

程度较高。即使有比较明显的害情发生也往往不采取

积极措施加以防治，并将其归咎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知识

与药械。因此，在编写中对于各地传统的相对落后的灭

鼠方法不能简单采用排斥态度，而要根据我国实际，既

积极推广如毒饵盒、抗凝血杀鼠剂等较为先进的控制方

法，同时也要对相对落后但有效的方法加以认定。

4 标准编制中的几个问题

4.1 内容的取舍与把握 近年来，不断出现控制鼠类

的新材料或方法，如不育剂、C型（或D型）肉毒梭菌毒

素、沙门菌、硫酸钡、有毒植物及其制剂（如蓖麻碱）以

及电子捕鼠器、粘鼠胶、超声波、利用鼠嚎叫声、驱避剂

等。还有的是在现有基础上发展的，如杀鼠剂被做成

舔剂，毒饵中加入各类引诱剂、增效剂等。面对层出不

穷的发展，本标准不可能一一列入，并给出具体操作规

范。例如，通常含杀鼠剂的毒饵被称为灭鼠毒饵。但

随着控制鼠类技术的发展，一些无毒的药物也进入控

制鼠类的领域，不育剂、硫酸钡等药物难以用毒饵概

括。因而，采取了尽量可涵盖的词句。用“药饵”替代

“毒饵”，用“捕杀器械”包含多种具体的捕鼠器等。

迄今为止，杀鼠剂仍是大多数地区、大多数农户主

要的灭鼠手段，因此，在编写过程突出了药物操作，强

调了实施药物的灭效和安全使用的内容。考虑到灭鼠

技术的发展，编写过程中同时兼顾了其他技术措施。

4.2 关于引用标准 历年来，在我国公布的标准

中本规程引用的有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2］、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3］、

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4］、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GBZ 2）［5］、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

（国际公约 170 号）［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

全（GB 47××.67）［7］、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2008）［8］。

4.3 生物防制 鉴于生物防制方法多种多样，编写中

按基本类群加以区分。本标准设为两部分：（1）鼠类天

敌即非驯养的野生动物可通过一些措施使其作用得以

发挥，如我国已有一些地区通过建筑野生动物栖息环

境，包括猛禽（新疆、宁夏、河北等地）、食肉类哺乳动物

（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爬行类（广东、广西等地），

尽管生物防治的效果尚难以准确判定，但保护鼠类天

敌，应是我们的责任。农村中广泛开展保护天敌的宣

传和行动是应该鼓励的。（2）猫、犬作为宠物它们与豢

养者有着相当的亲密接触，但猫、犬也可能携带致病微

生物和体内外寄生虫。在捕捉鼠类过程中还可能把人

畜共患疾病，特别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巴尔通体、布鲁氏

菌，甚至鼠疫传染给人群。因此，尽管猫、犬捕捉鼠类的

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但在当前大多数农村防疫措施尚不

到位的情况下，不宜推广由猫、犬替代鼠的天敌。近年

来有些地区通过鼓励豢养猫、犬以达到控制鼠类的目的

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本标准中强调了这一观点。

4.4 关于防鼠设施与环境治理 由于在本标准编写

的同时另一标准《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治

理 鼠类（GB/T ×××-20××（待审批）》已将其写入，

本标准采用规范性引进文件的形式引入，不再重复。

4.5 关于禁止使用的控制鼠类方法 为使农村鼠类控

制沿着科学、安全的轨道发展，在本标准中列入此项。

4.5.1 禁止以群众上缴鼠尾（鼠尸或鼠耳）数量的方式

灭鼠 虽然这种方式不利于控制鼠类的观点早有专家

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撰写论文、讲座、科普宣传等）加以

否定，但这类做法在一些地方仍在沿用，有必要专门列

出。否定的理由：（1）脏乱差的环境容易孳生鼠类。当

鼠类数量多时，捕杀鼠类比较容易，上交的数量就多，

反之在环境良好的地方捕捉鼠的难度大，上交的数量

相对较少。因此，不能用上交的数量衡量控制鼠类的

效果。（2）我国大多数农村缺少必要的防护条件，群众

捕捉鼠类时就不可避免地直接接触鼠体，从而使群众

有可能感染人畜共患疾病。从防止疾病传播的角度也

不应该鼓励这种方式。（3）在这类活动中往往有未成年

的学生或儿童参与，这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

4.5.2 禁止采用通过捕捉活鼠以引诱其他鼠达到控制

鼠类目的的做法 采用捕捉活鼠后，将其肛门塞进豆

子或其他东西，再将其放归鼠洞，使其咬伤或咬死同

类，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但也危险。操作

者被鼠咬伤或受到其他伤害的概率很大，而且其不足

以有效控制害鼠。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本标准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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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州的云龙和南涧县城内均有河流穿城而过，穿

过云龙县城的狮尾河因泥沙淤积，曾于1993年引发城区洪涝灾

害。为此云龙县治理了县城内的狮尾河；南涧县为满足县城发

展扩建的需要，对流经县城的南涧河县城段也进行了改造治

理。两县建造“V”形槽河（沟）底的主观愿望是预防洪涝灾害的

发生，建成后除实现主观愿望外，客观上还起到消除蚊、鼠等孳

生地的作用，从而降低蚊媒及鼠传疾病的风险，现报告如下。

1 方法 云龙及南涧县在县城内将平底河底改建成“V”形槽

河（沟）底，并分析建成“V”形槽河（沟）底后河水流速加快、无泥

沙淤积对消除蚊、鼠、螺等孳生地的影响。

2 两条“V”形槽河底的建造经过 云龙县的狮尾河及南涧县

的南涧河均穿城而过。1993年8月29日晚，一场猝不及防的洪

水淹没了云龙县城，给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造成此

次洪涝灾害的原因，主要是狮尾河县城段在大雨前由于泥沙淤

塞，未及时清理，突如其来的大雨使狮尾河水暴涨，通过淤塞的

县城段时被阻，从而导致洪涝灾害的发生。为预防此类事件的

再次发生，云龙县采取硬化河底与河帮，并强调河底必须建成

“V”字形（图 1A），而不是传统的“一”字形（图 1B），这样就可以

在枯水时，即使河中水量较小，也能使水集中于底部，便于冲走

沉积物。建成后经过多年观察，确实达到清淤防洪的作用。南

涧县为满足县城发展扩建的需要，于2007年建成4 km的“V”字

形槽河底，通过近2年的观察，同样达到清淤防洪的效果。

3 消除蚊、鼠、螺等孳生地作用的评价 云龙和南涧县在治理

县城内河道的过程中，将河底建成“V”字形，其主观愿望是清淤

防洪，但是客观上还起到消除蚊、鼠等孳生地的作用，使县城环

境卫生得到改善。传统的“一”字形河底经常有积水存在，给蚊

虫产卵和孵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底淤积的大量泥沙和杂物又

为鼠类打洞作窝提供了条件。云龙和南涧县城内河底建成“V”

形槽后，上述情况得到改善，可大大降低县城居民感染蚊媒传染

病和鼠传疾病的风险，同时也使污水难以滞留在河道内，可改善

县城环境卫生，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同时改造后的河底不

再需要人工清淤，可长期节约一笔劳务费，也大量减少灭蚊药物

的喷洒，减少环境污染。建造“V”形槽河底虽然造价高一些，但

可一劳永逸，可考虑在情况类似的地方推广该技术。

另外，“V”形槽河（沟）底的作用还可以推广到血吸虫病防

治工作中。目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血吸虫病疫区沟帮硬化工作大量开展，但在这些沟帮硬化的

工程中，所有的沟均建造成传统的“一”字形沟底，这样沟底会有

一些泥沙淤积，不能彻底地消除钉螺的孳生环境，如果在血吸虫

病防治的沟帮硬化工程中推广建造“V”字形槽沟底技术，将使

血吸虫病防治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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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V”字形及“一”字形槽河底示意图

列入禁止使用的条款。

4.5.3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大规模投放药饵、熏蒸

灭鼠及大规模捕杀鼠类 未成年人参与公共活动的前

提是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安全。组织他们参加大规模

的投放药饵、熏蒸灭鼠或捕杀活动有一定危险性，特别

是当参与规模较大时往往因其嬉戏、玩耍等影响活动

质量，同时接触有毒的药饵不利于他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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