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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的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 20世纪 50
年代的“除四害”发展而来［1-2］。随着社会经济、旅游、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的开展和管理也在悄然发生改变。1997年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制定了《灭鼠、蚊、蝇、蟑螂

标准》及《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办法》，作为国家

卫生城镇、卫生单位创建工作中“除四害”的标准。

2009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制定并颁布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是

开展有害生物防制几十年来在国家层面上公开发布

的第一个法律文件［3］。同时，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管

理在《传染病防治法》和《食品安全法》中也有相关规

定。这些法律、法规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结果评价

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对过程的评价却过于简单甚

至缺失，无法全面反映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开

展情况［4］。

为了加强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管理，提高居

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爱国卫生工作健康促进的目标，本

研究希望初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5］，全面

评价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从计划、实施到结果的各

个环节，以期对防制工作作出客观评价并提供指导性

意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专家咨询法建立社区病

媒生物防制工作评价体系。课题小组根据研究主题遴

选专家，编制专家咨询表，初步拟定评价体系，组织实

施专家咨询，整理、统计和分析专家的反馈意见，从而

形成评价体系。

1.2 遴选专家 在上海市选取10名上海市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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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委员会、疾病与控制中心的专家，所从事专业领

域 10年以上，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都有深入的了解

和研究。

1.3 初拟评价体系 课题小组查阅文献和相关资料，

并根据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管理经验和现状，在征

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从政府支持、行政管

理和防制成效 3个方面拟定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评价

体系。

1.4 专家咨询 借鉴Delphi专家咨询法，本研究共进

行3轮专家咨询。课题组在第1轮咨询表中初步拟定

一级和二级指标，根据各位专家的咨询意见进行修改，

确定评价体系的一、二级指标；在第 2轮咨询中，课题

组将第1轮确定下来的一、二级指标反馈给各位专家，

咨询专家各指标的权重，并初步拟定三级指标，各位专

家根据对各指标的了解提出修改意见，课题组将各专

家的意见汇总分析，确定评价体系的三级指标；第3轮
咨询将第 2轮咨询结果反馈给各位专家，并咨询各三

级指标的赋值，课题组根据各专家的意见计算三级指

标的权重［6］。

2 结 果

2.1 专家的基本情况 详见表1。

2.2 专家积极性 第1轮咨询共发出问卷10份，回收

问卷10份，共8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2轮咨询共发

出问卷 10份，回收问卷 10份，共 6位专家提出修改意

见；第 3轮咨询共发出问卷 10份，回收问卷 10份，共 7
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2.3 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评价体系 社区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评价体系一、二、三级指标及权重见表2。

表1 专家的基本情况

项 目

年龄（岁）

工作年限（年）

职称

学历

40～50
51～60
15～20
21～25
高级

本科

硕士

博士

人数

1
9
2
8

10
7
2
1

构成比（%）

10
90
20
80

100
70
20
10

表2 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评价体系一、二、三级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政府支持

行政管理

防制成效

权重
0.2650

0.2550

0.4800

二级指标
政策支持

经费支持

组织管理

技术方案

工作方案

档案管理

安全管理

宣传教育

病媒生物密度

三防设施合格率

虫媒传染病发生率

社会效益

权重
0.0835
0.0848
0.0968

0.0686

0.0490

0.0392

0.0588
0.0392

0.2016

0.0864

0.0960
0.0960

三级指标
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出台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相关文件
经费预算
经费管理
组织网络
管理制度
安全制度
防制方法与技术
药品清单及药品证件
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日程安排
人员资质和培训
质量管理
防制工作年度总结
质量抽查记录
阶段性小结
安全事故发生及处置记录
用药安全指导
药械管理
年度宣传教育计划
宣传资料
科普宣传教育
鼠类密度
蜚蠊密度
蚊虫密度
蝇类密度
风险评估
防鼠设施合格率
防蚊蝇设施合格率
防蜚蠊设施合格率
原发性虫媒传染病发病情况
有害生物事件处置情况
社区满意度调查
社区座谈
病媒生物防制创新成果

权重
0.0415
0.0420
0.0424
0.0424
0.0377
0.0338
0.0251
0.0392
0.0098
0.0196
0.0105
0.0195
0.0190
0.0098
0.0102
0.0112
0.0080
0.0299
0.0299
0.0188
0.0102
0.0100
0.0540
0.0540
0.0302
0.0302
0.0403
0.0345
0.0345
0.0173
0.0512
0.0448
0.0378
0.0343
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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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遴选的专家对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均有深入

了解，并具有多年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管理经验，能够对

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建设性意见。

在专家咨询过程中，问卷回收率达到90%，专家提出修

改意见率＞60%，显示专家对该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

的建立高度关注，积极性高，给予极大的支持。

在评价体系中，我们将政府支持、行政管理首次提

高至与防制成效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评价体系的 3
个一级指标，对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计划、实施和

结果3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12个二级指标、35个三

级指标全面、科学地反映了社区病媒生物防制的各个

方面。

研究中对各级指标进行赋值，将评价体系量化，体

现了评价体系的可测性。利用该评价体系对社区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进行评价，三级指标的得分相加可直观

地反映社区病媒防制工作的完成情况，二级指标和一

级指标的得分率能够直观反映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各方面的开展情况，评价结果能够对社区的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的改进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本研究遵循导向性、科学性和可测性的原则，在各

专家的积极参与下，初步建立了社区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的评价体系。但是因为该类评价体系的研究在国内

还不多见，评价工作的开展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还需

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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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林交界区域鼠形动物种群构成的基本情况。在野

外捕捉鼠类时采用不同的布放鼠夹方法捕获率差异非

常明显，选择沿途靠近水源适合鼠类生长繁殖的地带，

并查找鼠洞、鼠粪和鼠迹等鼠类活动场所布放鼠夹，同

时采用鲜猪瘦肉作为饵料，在野外每次布放 100夹左

右，捕获率一般在 10%～30%之间。而在调查地区采

用常规鼠密度监测方法，用花生米作为诱饵，平均5～
10 m放射线布放鼠夹，捕获率一般在3%左右，而且极

难捕获到鼩鼱类动物。采用针对性捕捉方法可以极大

增加捕获率，并提高工作效率，更进一步深入全面了解

鼠形动物的群落构成情况。湖北省 SFTS发病的部分

区域鼠种类构成差异较大，并主要以北社鼠、黄胸鼠和

灰麝鼩为优势种。从6个县（市、区）的调查结果可知，

所捕获鼠类绝大部分为雌性，与郭天宇等［10］和李龙建

等［11］调查结果以雄鼠所占比例高有较大差异。雌性鼠

类较多的情况下，预测湖北省各调查区域今后几年鼠

密度可能会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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