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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社区鼠类防制的干预效果
评 估 研 究

周良才，吴太平，梁建生，包继永，田俊华，陈晓敏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湖北 武汉 430015

摘要：目的 开展多种形式的干预活动，探索社区灭鼠宣传教育的有效模式和方法，评价干预效果，为制定适宜的社区灭

鼠宣传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分别在武汉市江岸区和江汉区所辖的4条街道，采取整群分层抽样方法，从每个样本街道

中各抽取1～2个社区，共7个社区，分为试验社区和对照社区，分别抽取18岁以上人群进行KAP（知信行）问卷调查，并通

过对试验区人群采取不同形式的健康干预措施，进行干预前后的效果比较。结果 干预后，试验社区居民对灭鼠常识及

相关情况的知晓率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其中大部分问卷条目的知晓率差异明显，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鼠密

度（夹夜法）在干预前后分别为4.5%和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社区灭鼠工作中，在公共外环境承包

工作到位、社区人群积极配合的情况下，开展形式多样且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人群灭鼠知识水平将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提高灭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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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rod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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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erform various forms of intervention,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odel and method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rodent control in community, and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per education measures for
rodent control in community. Methods One or two communities were selected from each of 4 subdistricts in Jiang’an district
and Jiang’han district of Wuhan, China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7 communiti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residents in the 7
communitie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individuals above 18 years of age were selected from
each group to undergo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questionnaire survey. Various health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performed 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son.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of rodent control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in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 (P＜0.05), and the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most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P＜0.05). The density of rodents, as measured by night trapping
method, were 4.5%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0.8% after intervention (P＜0.01). Conclusion During rodent control in community,
various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management for public environment and 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people in
community, can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rodent control among residents and in turn improve the effect of rodent control.
Key words: Community resident; Rodent control; Knowledge; Health education for rodent control; Intervention
2011年4月起，我们在武汉城区开展“媒介生物性

疾病健康干预及其效果评估研究”，目前国内这方面的

研究很少。本项目研究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媒介生物

性疾病知识及病媒控制技术无法高效传播至目标人

群，且政府的相关宣传存在针对性不强、缺乏评价机

制、效率低下等问题，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生物性

疾病健康干预模式。提高武汉市居民对媒介生物防制

的参与意识和控制水平，降低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

乙型脑炎、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的媒介生物密度，减小

相应媒介生物性疾病流行风险。项目通过对现有媒介

生物性疾病知识及媒介控制技术进行有效整合，对不

同层次目标人群采取不同干预措施。通过问卷调查、

密度监测等方式对干预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本文

主要介绍健康教育对社区鼠类防制的干预效果评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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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及对照区的选定 采取典型抽样，分别在

武汉市江岸区和江汉区所辖的 4条街道中，采取整群

分层抽样方法从每个样本街道中各抽取1～2个社区，

共抽取7个，其中江汉区万松街白松社区、江汉区新华

街循礼社区、江岸区西马街妈祖社区为试验区，江汉区

新华街新育社区、江汉区新华街精武社区、江岸区西马

街渣家社区、江岸区台北街和美社区为对照区。

1.2 问卷调查评估 试验社区和对照社区分别将

2000年后建成并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定义为高档小区，

60－90年代建成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定义为一般小区，

高档小区与一般小区居民户数按约1∶8的比例进行随

机抽样。抽取试验社区120人和对照社区192人，进行

KAP（知信行）问卷调查，作为干预前的基线调查资

料。当试验社区开展干预措施后，再对 120人进行

KAP问卷调查，作为干预后的调查资料，最后进行干

预效果评估分析。

1.3 试验区干预方法 ①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②举

办灭鼠知识讲座；③利用社区现有宣传设施进行宣传

教育，开展互动活动；④租用或制作一批宣传挂图；⑤

发放《社区灭鼠宣传单》；⑥印制一批灭鼠知识宣传材

料，如宣传画、宣传折页、传单等；⑦项目组成员走访社

区居民，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现场演示鼠药灭鼠和器

械灭鼠的方法。

1.4 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采用EpiData 3.0软件录

入，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构成比的

χ2检验、配对的χ2检验以及秩和检验进行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姓名、性

别、年龄、职业和住址［1-2］，涉及居民区及住宅灭鼠相关

问题，大致分为4个部分：①居民对灭鼠知识及相关情

况的了解；②居民区灭鼠现状；③居民意愿和期望；④

居民对全市灭鼠的意见和建议。

共回收有效问卷312份（回收率为97.5%），试验区

和对照区基本情况见表1。
2.2 试验社区干预前后问卷调查

2.2.1 居民对灭鼠知识了解情况

2.2.1.1 重要灭鼠手段的选择 试验社区干预后选择

控制食源（19.2%）、防鼠（72.5%）、慢性鼠药（84.2%）的

比例均高于干预前基线调查的比例，各组数据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社区干预后选择使

用高科技手段（27.5%）和急性鼠药（0）灭鼠的比例均

远低于干预前基线调查的比例，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表2）。

2.2.1.2 鼠药灭鼠 试验社区干预后，居民对于鼠药

的使用回答正确的比例均高于基线调查时的结果，经

χ2检验、秩和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3）。

2.2.1.3 鼠药安全 试验社区干预前只有5.0%的居民

知道维生素K1可以用于慢性鼠药中毒的解毒，而干预

后为 21.7%，经χ2检验，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3.190，P＜0.01）。
2.2.1.4 其他相关问题 经过干预后，知道正规鼠药

销售点的居民比例从 3.2%上升到 80.0%，不知道的比

表1 武汉市试验社区和对照社区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i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ommunities in Wuhan
人口学特征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对照社区
（%）

53.6
46.4
99.0
1.0
3.7
7.8

31.3
28.6
28.6

试验社区
（%）

53.3
46.7
99.2
0.8
5.0

10.0
35.8
30.8
18.4

χ2值

0.003

0.339
0.447
0.701
0.170
4.225

P值

0.957

1.000
0.560
0.504
0.402
0.680
0.040

表2 武汉市居民灭鼠方法的选择
Table 2 Methods of rodent control used by Wuhan residents

项目

控制食源

防鼠

高科技手段

慢性鼠药

急性鼠药

干预前

份数

6
40
64
48
19

占总份数的
比例（%）

5.0
33.3
53.3
40.0
15.8

干预后

份数

23
87
33

101
0

占总份数的
比例（%）

19.2
72.5
27.5
84.2
0.0

表3 武汉市居民鼠药灭鼠知识了解情况
Table 3 Knowledge of rodent control among Wuhan residents

项 目

不知用药量

好药立刻致死

居民住宅鼠药灭鼠要点

正确投药点

药量足够

及时正确补药

鼠盗食吐壳

干预前

份数

96
48

27
22
19
39

占总份数的
比例（%）

80.0
40.0

22.5
18.3
15.8
32.5

干预后

份数

54
20

42
47
64

100

占总份数的
比例（%）

45.0
16.7

35.0
39.2
53.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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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降到 5.0%，仍在小贩处购买鼠药的比例占

15.0%。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9.195，
P＜0.01）。基线调查时，试验社区仅有4.8%的居民知

道武汉市每年开展的春秋季灭鼠活动，而干预后这一

比例为60.0%。

2.2.2 居民对灭鼠的态度

2.2.2.1 居民灭鼠信心 试验社区在基线调查时，有

信心认为鼠可以被杀灭的居民仅占 53.3%，干预后比

例为91.6%，且高于对照社区（χ2＝23.804，P＜0.01）。
2.2.2.2 鼠侵害率 试验社区基线调查时，35.8%的受

访居民家中无鼠，10.0%的居民住宅仅在阳台上有鼠，

55.0%的居民住宅在阳台以外其他地点有鼠。试验社

区干预后这3项分别为85.1%、1.7%和13.3%。经χ2检

验，鼠侵害率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61.634，P＜0.01）（表4）。

2.3 试验社区干预前后鼠密度调查 试验社区基线

调查时，夹夜法鼠密度为 4.5%，目测法发现，有鼠洞、

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阳性房间占13.0％，干预后夹夜

法鼠密度为 0.8%（χ2＝11.003，P＜0.05），有鼠洞、鼠

粪、鼠咬痕等鼠迹的阳性房间占 3.5％，二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11.923，P＜0.05）（表5）。

3 讨 论

3.1 健康教育在病媒生物防制中的意义 健康教育

是重要的干预手段之一［3］。加强病媒生物防制的健康

教育与行为干预，提高群众对病媒生物防制的参与意

识，对病媒生物长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4-7］。发达国家

视沟通和宣传（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为 IPM
（害虫综合治理）要素之一［8-9］，并以此提高防制的效

率。本研究接受此种思想，并在试验社区应用该要

素。李镜辉等［10］、刘文等［11］报道居民区家栖鼠 IPC（害

虫综合防治）研究无该要素。辛正等［12］在山东省农村

研究灭鼠宣传为主的家栖鼠 IPC，但缺少其他 IPM要

素，因此降低了灭鼠效率［9］。通过宣传增加居民对灭

鼠常识及相关情况的了解［13-14］，可使居民灭鼠行为得

以改善［15-16］，但通过健康教育和宣传改变人们的认识

和行为是个漫长的过程［17-18］。我们在试验社区的灭鼠

宣传虽然获得一定成效，但居民对某些灭鼠相关知识

和情况的了解改变不大，居民对灭鼠知识的知晓率仍

然较低，住宅家栖鼠控制技术更不能满足需求。

3.2 健康干预对社区灭鼠的总体效果评估 本研究

对选定社区针对目标人群开展灭鼠KAP问卷调查，采

取灭鼠宣传教育多种形式的干预方法，通过在试验社

区对干预前后的居民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包括居民对

灭鼠知识了解情况，如对重要灭鼠手段的选择、鼠药灭

鼠知识及鼠药安全了解情况、鼠药销售点及购买渠道

知晓情况，居民对灭鼠的态度包括对灭鼠信心和对鼠

侵害程度的主观感觉等），以及项目组经鼠密度调查的

客观结果比较，总的结果表明，本研究经有效、适宜的

灭鼠宣传教育干预，试验社区组干预后的效果明显优

于干预前，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时其

鼠密度、鼠迹阳性房间率均达到全国爱卫会〔1997〕第

5号文件的规定标准，获得了满意成效。

当前城市病媒生物综合治理过程中，健康教育是

重要的干预手段之一。加强病媒生物防制的健康教育

与行为干预，提高居民对病媒生物防治的参与意识，对

病媒生物长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4-7］。但目前国内有

关健康教育对病媒生物性疾病的干预方法及效果评估

方面的研究很少。沟通是 IPM的要素之一，而双向沟

通效果更好［19］，本研究是一次尝试，对目标人群进行行

为干预。城市病媒生物控制离不开居民的支持，我们

必须了解他们的想法。通过本次调查研究，项目组对

于健康教育在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中的作用有一定了

解，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可以以此为方向，更进一步

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对目标人群的健康行为进行有针对

性的行为干预，从而达到成本效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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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武汉市居民对灭鼠的态度
Table 4 Attitudes toward rodent control among Wuhan residents

项 目

鼠能被灭掉

住宅内侵害情况

无鼠

鼠仅在阳台

其他地点有鼠

干预前

份数

64

43
12
66

占总份数的
比例（%）

53.3

35.8
10.0
55.0

干预后

份数

110

102
2

16

占总份数的
比例（%）

91.6

85.1
1.7

13.3

表5 武汉市试验社区干预前后鼠密度调查结果
Table 5 Rodent densities in experimental communities

in Wuha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项目

夹夜法（只）

鼠洞、鼠粪、
鼠咬痕（间）

干预前

总数

400
200

阳性数

18
26

阳性率
（%）

4.5
13.0

干预后

总数

400
200

阳性数

3
7

阳性率
（%）

0.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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