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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害怕投放抗凝血灭鼠剂灭鼠会毒死家禽、家畜而不敢使用毒

饵，缺乏应有的灭鼠知识。

3 改进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与灭鼠活动的自觉性：山东

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大对灭鼠活动的宣传力度，通

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宣传栏、宣传车、小册子等大力宣传灭

鼠除害和防病的科学知识，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灭鼠除害、

防病保粮工作重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消除群众使用抗凝血灭

鼠剂灭鼠的疑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灭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利于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

（2）做好灭鼠前后鼠密度的监测及种类的鉴定工作，保证

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认真做好灭鼠活动的技术指导和督导检查及验收工

作，有利于大面积突击性灭鼠活动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实现城乡环境清洁化。

（4）加强城市下水道、拆迁段、垃圾站（堆）的灭鼠工作力

度，及时组织街道进行卫生清理和投放毒饵。

（5）在公共场所、居民区、单位、畜禽养殖场以及在有条件的

农村等地方应普及毒饵盒灭鼠法［10］，安全高效；绿地、公园等公共

场所可选择防水防霉性能较好的蜡制毒饵［11］，可以延长有效期。

（6）控制HFRS在城乡地区的流行，实行灭鼠与疫苗接种相结

合，“双管齐下”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3，4］。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在

今后应继续加大灭鼠活动资金的投入，并开展相关研究，以建立有

价值、较完善的城乡灭鼠防病体系，为制订山东省城乡灭鼠、疫苗接

种和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同步发展工作的实施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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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处我国南部沿海，毗邻港澳，是我国重要港口城市

和旅游城市，人员流动性大，病媒生物极易侵入，媒介生物性疾

病时刻威胁着市民健康。因此，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工作，对维护

全市人民健康、保障深圳市主办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圆

满成功，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深圳市近30年来的病媒

生物监测与控制情况，就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并

与同仁们一起探讨。

1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现状
深圳建市初期，城市基础设施原始落后，环境脏、乱，蚊、蝇、

鼠密度高，以“南头苍蝇深圳蚊”而闻名，经常有媒介生物性传染

病暴发与流行。对此，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制定并采取

了防制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虫媒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1.1 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做好城市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 20世纪80年代，开展以“整治蚊、蝇孳生地”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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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2年荣获“国家卫生城

市称号”，随后在全国率先实现创建“国家卫生镇”一片红；1998
年深圳市消灭了丝虫病，疟疾、登革热也得到有效控制；2001年

后，开展“城中村整治改造工程”活动，巩固了深圳市灭蝇、灭鼠

成果，并为2006年“灭蚊达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对孳生地实施严防布控 深圳市政府以及各卫生防疫部

门在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主要包括：对

“城中村”主要孳生地进行全面整治；加强垃圾、污水、粪便等的

及时清理以及无害化处理；对农贸市场实施规范化管理；全面开

展“四害”防制基础设施建设等。

1.3 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根据市政府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

除四害管理办法》，除四害工作按照市属各职能部门、各区、各街

道办按行政区域划分，实行社区区域性防治，落实“块块”管理责

任，全面统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1.4 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把常态长效管理覆盖到各行各

业 1987 年开始，我们把病媒生物防治专业队伍全面推向社

会，由深圳市各级爱卫办负责检查、督导，如今已发展到 250多

支队伍，从业人员4500多人。

1.5 加强科研工作，为控制病媒生物提供科学依据 从1982年

起，深圳市、区卫生防疫站开始全面开展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工

作；1996－2000年，深圳市卫生防疫站、市爱卫办、中山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昆虫研究所联合开展了一次长达4年的深圳市病媒

生物本底调查，并出版《深圳市卫生昆虫及其防治》［1］专著，首次

详细记述了本地病媒生物种类。近年来，本单位和市爱卫办共

同完成了“蚊虫的发生与城市规划和建设之间的关系研究”、“深

圳市鼠类及其染蚤率研究”、“抗药性调查”及杀虫剂的应用研究

等课题，科学有效地指导了深圳市病媒生物控制工作，对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的除四害工作给予了充分保障。2005年，由深圳市

卫生局、爱卫办联合制定并印发“深圳市病媒生物监测方案的通

知”，明确了各职能单位的职责，确保了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2007年，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编写了《深圳市病媒生

物监测与控制项目工作手册》，并于 2008年由市卫生局发文组

织实施，监测结果实行网上直报，实现对病媒生物性疾病暴发的

快速预警，为及时制定防制策略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对监测数据

及时报告提供了可能。

2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未能真正走上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虽然我国已有一些法

规对病媒生物控制做出了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分属于其他的

不同专业部门，因此法规管理力度薄弱，导致职责不清，分工不

明，失去了约束力，从而难以对一些没有采取措施的病媒生物控

制部门、单位、企业和家庭或者滥用药物、不按规范要求操作的

消杀队伍或公司实施执法行动，严重影响了病媒生物防治效果。

2.2 病媒生物应急控制体系有待完善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在发生病媒生物性传染病

时，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取措施控制疫区病媒生物，但由于

深圳市各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能设立独立的媒介生物控制

科，缺少专门的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现场消杀工作的专业人员

紧缺，不能满足疫情处理工作需要。目前，深圳市病媒生物应急

控制工作是由深圳市CDC现场指导，爱卫办组织消杀队伍进行

消杀工作，但因这些队伍缺乏相应培训，防护、装备不能满足疫

区处理要求，难以应对重大病媒生物性疾病控制工作。

2.3 缺少对大型建设工程中的病媒生物本底调查与风险性评

估 深圳市在各种重大活动与接待任务中均做到对病媒生物进

行预防控制，但在一些大型建设工程中却对周围环境的病媒生

物本底、发生、危害缺少评估，由于大型建设工程涉及环境的改

变和大量人员聚集，导致病媒生物大量孳生，种群改变，极易引

起病媒生物性疾病暴发与流行，如1984年深圳市出现的疟疾暴

发流行，1999年修滨海大道而进行的围海工程，因污水排放不

畅而引起蚊虫暴发事件。

3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工作对策
3.1 加强地区性立法工作 在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中，公共

环境的病媒生物防治应由政府负责，而私人环境除害工作是目

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缺少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的法规

和相关条例，深圳市可先行一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等的规定，制定地方性病媒生物控制法规或条例及相关的

实施办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部门、单位、企业或个人所应当承

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3.2 加强机构建设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规范》对病

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工作的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2］，全市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设专门的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科，建设媒

介生物实验室，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制定中长期工作规划实行

项目管理，全面开展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的技术支持工作。

3.3 完善应急控制体系 建设完善病媒生物应急控制体系，提

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首要

责任和任务。深圳市应根据病媒生物在国内外的发生与流行情

况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条例》的相关规定，建立病媒

生物控制应急反应机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好人才、物质

和技术等储备工作；公共卫生应急部门应做好负责现场消杀工

作的专业队伍建设工作，应有选择地让一些病媒生物控制队伍

（PCO公司）在CDC指导下参与乙类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的病媒生

物控制工作，逐步提高PCO公司的应急控制经验与水平，在发生

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时，由爱卫办或CDC直接调用合格的应急队伍

进入疫区，开展病媒生物控制工作，防止传染病的进一步流行。

3.4 建立完善病媒生物控制评估体系 近年来原有的病媒生

物性疾病有发生范围扩大和强度增加的趋势，新的病媒生物性

疾病也不断出现，对人类健康构成新的威胁，同时，深圳市大型

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因此，对病媒生物发生、危害及预防控

制效果进行评估显得更加重要，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与方法，是

确保长期控制的关键所在。

4 展望
深圳市于1992年创建成为国家卫生城市，2003年又实现全

市创建国家卫生镇一片红，城市环境卫生水平不断提升。与此

同时，除四害工作也得到不断加强，1990－1991年先后被全国

爱卫会授予“灭鼠先进城区和灭蝇先进城市”，2006年被广东省

爱卫会授予“广东省灭蚊先进城区”。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综合

防制，突出环境治理的原则，并走专业化、法制化道路，建立长效

防控管理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媒生物防控问题。可以预

见，经深圳市各级爱卫办和CDC共同努力，充分调动全社会的

力量积极参与，我们有信心做好全市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工作，

保障市民和旅游观光人员的健康，确保深圳市2011年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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