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2年6月第23卷第3期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June 2012, Vol.23, No.3

重庆市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 28°10′～
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过渡地带，东临

湖北、湖南省，南接贵州省，西靠四川省，北依陕西省，

处于我国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北缘，东洋界和古北界的

交界处［1］。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库区的公共卫

生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水库的建设，库区的鼠类因水

位上升而迁徙聚集，存在发生鼠疫的危险。20世纪末

和21世纪初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天生桥水库蓄

水后引发的人间鼠疫暴发［2］，使得三峡库区的鼠疫防

治工作备受各界关注，并被纳入国家鼠疫防治工作中，

得到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支持。为更好

地开展鼠疫防治监测工作，依据《全国鼠疫监测方案》，

制定了《重庆市三峡库区鼠疫疫源地调查实施方案》。

2010年 5、10月在万州及涪陵区开展了鼠疫疫源地调

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地理景观调查 采取现场观察与资料查阅相结

合的方法对地理景观进行调查。

1.2 地理地貌 万州区属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和三峡

库区中心地区，是长江沿岸十大港口之一。地处北纬

30°23′～31°0′，东经 107°52′～108°53′。幅员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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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鼠蚤64匹，染蚤率7.59%，蚤指数0.211。（3）地面游离蚤指数：万州区共布放粘蚤纸3000张，捕获地面蚤5匹，蚤指数

0.002；涪陵区共布放粘蚤纸3000张，未捕获地面游离蚤。（4）鼠疫血清学检查：对万州及涪陵区捕获的活体鼠形动物全部

进行鼠疫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结论 万州及涪陵区虽然未曾发生鼠疫，也不是鼠疫疫源地，但从地理景观、宿

主动物、媒介昆虫等方面分析，均存在鼠疫疫源地的条件，有发生鼠疫疫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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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42 km2。万州区位于中纬度，属湿润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8 ℃，年日照 1200 h，年平均降

雨量 1200 mm。辖区 28个镇，13个乡，11个街道办事

处。全区总人口171.64万人，其中城区人口59.5万人。

涪陵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东经 106°56′～
107° 43′，北 纬 29° 21′～30° 01′之 间 。 幅 员 面 积

2941.46 km2。涪陵区居重庆市及三峡库区腹地，扼长

江、乌江交汇要冲，境内地势以低山丘陵为主，横跨长

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海拔最高1977 m，多在200～
800 m。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8.1 ℃，年平均降雨量1072 mm，无霜期317 d，年日照

1248 h。辖区 5个街道、18个镇、22个乡，全区总人口

113万人。

1.3 调查点选择 在 2 个调查区各选择 3 个移民乡

镇，每个乡镇根据不同生境（林地、耕地）选择2个村为

调查点，共6个调查点，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各点都

属移民安置区，且与长江相隔不足 1 km，监测点内地

形以丘陵为主，有耕地、林地、居民区等生境。林地以

柑橘或其他经济林为主，耕地有水田和旱地，水田种植

水稻，旱地种植小麦、马铃薯、玉米、红薯等农作物，耕

地之间杂草较多。

1.4 调查方法 采用笼捕法，诱饵统一使用卤肉。室外

布放鼠笼200个，室内布放100个，连续布放3晚。

1.5 媒介昆虫调查

1.5.1 鼠体蚤指数 将捕获鼠单只装入布袋（注明地点、

时间、生境），乙醚麻醉，梳检鼠体蚤，用75%乙醇或无菌

生理盐水保存，待计数和鉴定，同时计算鼠体染蚤指数。

1.5.2 地面游离蚤指数 每个监测点选择 100 间房

间，每房间的四个角及中央各布放粘蚤纸 1张，共 500
张，晚放晨收，对粘捕蚤类进行计数分类鉴定，计算地

面游离蚤指数。

1.6 血清学检测 采集捕获的鼠形动物血，用间接血

凝试验检测啮齿动物血液的鼠疫菌F1抗体。

1.7 流行病学调查 在调查区域内组织人员主动搜

捡自毙鼠；另外通过询问当地村医、村干部及村民了解

鼠情、蚤情及自毙鼠情况。

2 结 果

2.1 不同生境宿主动物

2.1.1 万州区鼠形动物密度 共布放鼠笼5376个，有

效鼠笼 5316个，捕获鼠形动物 170只，密度为 3.20%，

黄胸鼠（Rattus tanezumi）为优势种。其中室内布笼

1948个，有效鼠笼 1929个，捕获鼠形动物 53只，密度

为2.75%；室外布笼3428个，有效鼠笼3387个，捕获鼠

形动物117只，密度为3.45%（表1）。
2.1.2 涪陵区鼠形动物密度 共布放鼠笼5397个，有

效鼠笼 5092个，捕获鼠形动物 303只，密度为 5.95%。

其中室内布笼1901个，有效鼠笼1882个，捕获鼠形动

物 53 只，密度为 2.82%；室外布笼 3496 个，有效鼠笼

3210个，捕获鼠形动物250只，密度为7.79%（表1）。
表1 万州及涪陵区3个调查乡镇宿主动物密度及种群构成比（%）

地区

万州

生境

室内

室外

合 计

调查
地点

新田
沙河
龙都
小计
新田
沙河
龙都
小计

布笼
数

（个）
750
600
598

1948
1046
1200
1182
3428
5376

有效
笼数
（个）

743
600
586

1929
1046
1194
1147
3387
5316

捕获
数量
（只）

18
24
11
53
55
40
22

117
170

密度
（%）

2.42
4.00
1.88
2.75
5.26
3.35
1.92
3.45
3.20

褐家鼠

只

2
2
3
7
0
1
0
1
8

构成比

11.11
8.33

27.27
13.21

0.00
2.50
0.00
0.85
4.71

小家鼠

只

3
4
1
8
1
5
0
6

14

构成比

16.67
16.67

9.09
15.09

1.82
12.50

0.00
5.13
8.24

黄胸鼠

只

4
14
4

22
3

12
0

15
37

构成比

22.22
58.33
36.36
41.51

5.45
30.00

0.00
12.82
21.76

黑线姬鼠

只

0
0
0
0
2
0
3
5
5

构成比

0.00
0.00
0.00
0.00
3.64
0.00

13.64
4.27
2.94

大足鼠

只

0
1
2
3
0
0
2
2
5

构成比

0.00
4.17

18.18
5.66
0.00
0.00
9.09
1.71
2.94

四川短尾鼩

只

9
3
0

12
49
22
17
88

100

构成比

50.00
12.50

0.00
22.64
89.09
55.00
77.27
75.21
58.82

青毛鼠

只

0
0
1
1
0
0
0
0
1

构成比

0.00
0.00
9.09
1.89
0.00
0.00
0.00
0.00
0.59

地区

涪陵

生境

室内

室外

合 计

调查
地点

李渡
白涛
南沱
小计
李渡
白涛
南沱
小计

布笼
数

（个）
690
611
600

1901
1099
1200
1197
3496
5397

有效
笼数
（个）

690
595
597

1882
1070
1057
1083
3210
5092

捕获
数量
（只）

36
15
2

53
36

125
89

250
303

密度
（%）

5.22
2.25
0.34
2.82
3.36

11.83
8.22
7.79
5.95

褐家鼠

只

14
0
1

15
0
2
1
3

18

构成比

38.89
0.00

50.00
28.30
0.00
1.60
1.12
1.20
5.94

小家鼠

只

2
0
0
2
0
2
0
2
4

构成比

5.56
0.00
0.00
3.77
0.00
1.60
0.00
0.80
1.32

黄胸鼠

只

19
3
1

23
0
8
0
8

31

构成比

52.78
20.00
50.00
43.40
0.00
6.40
0.00
3.20

10.23

四川短尾鼩

只

0
12

0
12
36

113
88

237
249

构成比

0.00
80.00
0.00

22.64
100.00
90.40
98.88
94.80
82.18

青毛鼠

只

1
0
0
1
0
0
0
0
1

构成比

2.78
0.00
0.00
1.89
0.00
0.00
0.00
0.00
0.33

2.2 不同生境媒介昆虫

2.2.1 鼠体蚤指数 在万州区捕获的 170只鼠中，带

蚤鼠39只，染蚤率22.94%，共梳理出鼠蚤151匹，全部

为缓慢细蚤（Leptopsylla segnis），蚤指数为0.888（表2）。
在涪陵区捕获的 303 只鼠中，带蚤鼠 23 只，染蚤率

7.59%，共梳理出鼠蚤64匹，蚤指数0.211（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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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万州区室内外鼠蚤种类及数量

生境

室内

室外

合 计

调查点

新田

沙河

龙都

小计

新田

沙河

龙都

小计

捕获
数量
（只）

18
24
11
53
55
40
22

117
170

密度
（％）

2.42
4.00
1.88
2.75
5.26
3.35
1.92
3.45
3.20

带蚤
鼠数
（只）

5
10
7

22
3
8
6

17
39

染蚤率
（％）

27.78
41.67
63.64
41.51
5.45

20.00
27.27
14.53
22.94

鼠蚤
数量
（匹）

28
47
26

101
9

24
17
50

151

蚤
指数

1.556
1.958
2.364
1.906
0.164
0.600
0.773
0.427
0.888

表3 涪陵区室内外鼠蚤种类及数量

生境

室内

室外

合 计

调查
点

李渡
白涛
南沱
小计
李渡
白涛
南沱
小计

捕获
数量
（只）

36
15
2

53
36

125
89

250
303

密度
（％）

5.22
2.25
0.34
2.82
3.36

11.83
8.22
7.79
5.95

带蚤
鼠数
（只）

8
1
0
9
0
5
9

14
23

染蚤率
（％）

22.22
6.67
0.00

16.98
0.00
4.00

10.11
5.60
7.59

鼠蚤
数量
（匹）

29
1
0

30
0

16
18
34
64

蚤指
数

0.806
0.067
0.000
0.566
0.000
0.128
0.202
0.136
0.211

缓慢细蚤

数量
（匹）

29
1
0

30
0

16
1

17
47

蚤
指数
0.806
0.067
0.000
0.566
0.000
0.128
0.011
0.068
0.155

不等单蚤

数量
（匹）

0
0
0
0
0
0
1
1
1

蚤
指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04
0.003

印鼠客蚤

数量
（匹）

0
0
0
0
0
0
1
1
1

蚤
指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04
0.003

偏远古蚤

数量
（匹）

0
0
0
0
0
0

15
15
15

蚤
指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69
0.060
0.050

2.2.2 地面游离蚤指数 万州区的6个监测点共布放

粘蚤纸3000张，捕获地面蚤5匹，总蚤指数0.002，其中

在龙都镇的三吉村捕获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2
匹，新田镇的五星村捕获印鼠客蚤2匹，五一村捕获缓

慢细蚤1匹，蚤指数分别为0.005、0.003和0.002。涪陵

区共布放粘蚤纸3000张，未捕获地面游离蚤。

2.3 鼠种及鼠蚤情况 万州区捕获的 7 种鼠形动物

中，有6种带蚤，全部为缓慢细蚤，其中黄胸鼠、褐家鼠

（R. norvegicus）、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的染蚤

率最高，分别为62.16%、75.00%和60.00%，蚤指数分别

为 2.432、4.625和 2.000。涪陵区捕获的 5种鼠形动物

中，有 3种带蚤，黄胸鼠的染蚤率较高为 35.48%，蚤指

数为 1.226；四川短尾鼩带蚤 4种，但其染蚤率和蚤指

数均较低。

2.4 血清学检测 对万州及涪陵区捕获的活体鼠形

动物（170、303只）用间接血凝试验进行鼠疫菌抗体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2.5 流行病学调查 在调查点内组织人员主动搜捡

自毙鼠，并询问当地村医、村干部及村民，了解鼠情、蚤

情及自毙鼠情况。万州区调查156户，涪陵区调查163
户，均未发现自毙鼠及自毙动物，鼠及蚤密度较低。

3 讨 论

三峡库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动物地理区

划同属东洋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1］，与这两地

的家鼠鼠疫疫源地有类似自然条件［2］。

万州区捕获鼠形动物 7种，室内密度最高的是黄

胸鼠，室外是四川短尾鼩；7 种鼠形动物中，有 6 种染

蚤，其中黄胸鼠、褐家鼠、黑线姬鼠的染蚤率≥60%，蚤

指数≥2；捕获鼠蚤 1种，为缓慢细蚤。涪陵区捕获鼠

形动物5种，室内密度最高的是黄胸鼠，室外是四川短

尾鼩；5种鼠形动物中有 3种带蚤，其中黄胸鼠的染蚤

率较高为35.48%。2个区所捕获的黄胸鼠均是主要宿

主，缓慢细蚤是主要寄生蚤，它们的染蚤率和蚤指数均

较高，值得关注。

从以上的地理景观、宿主动物、媒介昆虫等方面的

调查分析，重庆市的万州、涪陵区均与南方黄胸鼠鼠疫

疫源地存在相似之处。其中，主要的宿主动物与南方

家鼠鼠疫疫源地相一致，为黄胸鼠［3］。但重庆市万州、

涪陵区家鼠的主要寄生蚤为缓慢细蚤，与我国云南、广

西、贵州等地家鼠型鼠疫疫源地的媒介构成有所不

同［4］。虽然缓慢细蚤在重庆地区具有较高的蚤指数，

但由于其媒介效能有限，成为家鼠型鼠疫疫源地的重

要媒介不太可能［5］。然而，随着库区环境的变化，宿主

动物和媒介构成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不排除重庆市万

州及涪陵区出现家鼠鼠疫的可能性。

通过该项目的调查，不仅了解当地鼠疫相关的宿

主动物、媒介昆虫种群密度及变化情况，而且丰富了本

底资料。另外，通过鼠疫疫源地调查的开展，锻炼了监

测队伍，为开展鼠疫预防性监测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荣祖. 中国动物地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502.
［2］ 陈贵春，吕太富，王昭孝，等. 贵州省天生桥水电站库区沿岸鼠疫

疫源地调查［J］.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03，22（5）：414-416.
［3］ 林新勤，秦石英，梁江明，等. 广西隆林县首起鼠疫流行及处理结

果［J］.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02，17（1）：39-42.
［4］ 陈贵春，郭天宇，龚晓俊，等. 贵州鼠疫流行地区蚤类调查［J］. 寄

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2005，12（1）：44-47.
［5］ 高子厚，宋志忠，董兴齐，等. 云南省自然感染鼠疫媒介生物的研

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8，19（3）：216-219.
收稿日期：2011-11-30

·· 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