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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类是生活环境中最常见的病媒生物，可传播鼠

疫、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鼠型斑疹

伤寒等疾病［1］。为了解和掌握攀枝花市鼠类种群组成

及季节消长等动态变化规律，进而为科学防制提供科

学依据，根据《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2］和《四

川省病媒生物监测方案》，2008－2012年对攀枝花市

鼠类种群组成、季节消长及密度进行了监测，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点的选择 设居民区、特殊行业（餐饮、食品

制售等）和农村自然村3种类型的监测点，每个监测点

每月室内外一次性布放 200 夹。将捕获鼠带回实验

室，依据《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3］进行鼠种分

类鉴定，记录鼠种、雌雄、有效鼠夹、无效鼠夹、捕获鼠

数及天气情况，计算鼠密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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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攀枝花市2008－2012年鼠类监测结果分析，掌握鼠的种群构成、密度和季节消长等动态变化规律，

为攀枝花市鼠类防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夹夜法进行鼠密度监测，每月1次，在居民区、特殊环境和农村自然

村进行监测。结果 攀枝花市2008－2012年年平均鼠密度为0.74%，以2009年最高为0.86%，2012年最低，总体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主要优势鼠种为小家鼠，占捕获总数的54.94％，其次为褐家鼠和黑线姬鼠；鼠类雌雄比为1.10∶1；以特殊行

业年平均鼠密度最高，达1.20%，占捕获总数的54.58%；鼠类活动高峰集中在6－8月，占捕获总数的40.29%。 结论 基

本掌握了攀枝花市鼠密度及季节消长规律。建议采取综合防制措施，重点在6－8月集中开展防鼠、灭鼠工作；继续加强

对鼠类的长期监测，做到有的放矢，科学防控，以减少鼠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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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easonality of rodents by analyzing the
rodent surveillance data in Panzhihua, China from 2008 to 2012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odent control in Panzhihua.
Methods The rodent population density was monitored by night trapping once every month in the residential area,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areas. Results The average annual rodent population density in Panzhihua from 2008 to 2012 was
0.74%; the highest density (0.86%) was observed in 2009 and the lowest in 2012, exhibiting a generally de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Mus musculus was the dominant species, accounting for 54.94% of all captured rodents, followed by Rattus norvegicus and
Apodemus agrarius. The female ⁃ to ⁃male ratio of rodents was 1.10∶1. The highest average annual rodent population density
(1.20%) was observed in the special industry, and the rodents from the special industry accounted for 54.58% of all captures. The
peak of rodent activity was during June to August, and the rodents in the three months accounted for 40.29% of all captures.
Conclusion The rodent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seasonality in Panzhihua have been well unbderstood. Integrated control
measures are recommended, and rodent control and deratiz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especially during June to August; the long⁃
term surveillance of ro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continuously, scientifically, and specifical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odent⁃bor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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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密度（捕获率）＝捕鼠总数（只）/有效夹总数×100%
有效夹数＝布夹总数－无效夹数

1.2 监测时间 2008－2012年每月中旬监测1次，遇

风雨天气（风力5级以上）顺延。

1.3 监测方法 采用夹夜法。统一用中型钢板鼠夹

（12 cm×6.5 cm），以卤肉为诱饵，晚放晨收。室内按

1夹/15 m2，沿墙根均匀布放；室外按1夹/5 m。居民区

以外环境为主，特殊行业以室内环境为主，各种房间

（厨房、库房）都应兼顾，农村自然村室内外均匀布放。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录入应用Excel 2003软件并进

行统计学分析。

2 结 果

2.1 鼠种类结构及雌雄比 2008－2012年共捕获鼠

类 273只（室内捕获 175只，室外 98只），隶属于 1目 1
科 3 属 3 种。其中小家鼠（Mus musculus）150 只，褐家

鼠（Rattus norvegicus）117 只 ，黑 线 姬 鼠（Apodemus
agrarius）6 只，分别占捕获总数的 54.94％、42.86％和

2.20％，以小家鼠为优势鼠种。捕获鼠类总体雌雄比

为 1.10∶1，其中小家鼠为 1.50∶1，褐家鼠为 1∶0.72，黑
线姬鼠为2.00∶1，表明鼠群保持相对稳定。

2.2 鼠密度 2008－2012年共布放有效夹 37 046夹

次，年平均鼠密度为 0.74%；以小家鼠密度最高，达

0.40%，褐家鼠为0.32%，黑线姬鼠为0.02%。

2.3 不同生境鼠密度 2008－2012年特殊行业共捕获

鼠类149只，年平均鼠密度最高达1.20%（149/12 414），
占捕获总数的 54.58%；农村自然村捕获 63只，鼠密度

为0.51%（63/12 321），占捕获总数的23.08%；居民区捕

获61只，鼠密度为0.50%（61/12 311）（表1），占捕获总

数的 22.34%；居民区以褐家鼠为主，特殊行业以小家

鼠为主，农村自然村以褐家鼠和黑线姬鼠为主。

2.4 不同年际间鼠密度 2008－2012年年平均鼠密

度以2009年最高，达0.86%，2012年最低，为0.53%，降

为历史最低水平，5年间从 2009年起鼠密度总体呈逐

年下降趋势（表1）。
2.5 季节消长 2008－2012年每月均有鼠类活动，以

6－8月为鼠类活动最高峰期，占捕获总数的 40.29%，

11月为活动小高峰，总体上呈现以夏秋季节为高峰趋

势；不同生境中的鼠密度季节消长情况见表2。

表1 攀枝花市城区2008－2012年不同生境鼠密度（%）

生境

居民区

特殊行业

农村自然村

年平均密度

2008年

0.57
1.01
0.73
0.77

2009年

0.53
1.41
0.65
0.86

2010年

0.61
1.29
0.48
0.79

2011年

0.49
1.29
0.41
0.73

2012年

0.29
1.00
0.28
0.53

年平均密度

0.50
1.20
0.51
0.74

表2 攀枝花市城区2008－2012年鼠密度（%）季节消长

项 目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生境 居民区

特殊行业

农村自然村

年平均密度

1月

0.16
0.33
0.32
0.32
0.16
0.29
0.49
0.00
0.26

2月

0.33
0.32
0.48
0.64
0.48
0.29
0.97
0.10
0.45

3月

0.65
0.65
0.81
0.81
0.81
0.58
1.17
0.48
0.74

4月

0.97
0.97
1.29
0.81
0.49
0.69
1.35
0.68
0.91

5月

0.97
0.98
0.97
0.65
0.49
0.39
1.26
0.78
0.81

6月

1.29
2.10
1.13
0.97
0.65
0.58
2.02
1.08
1.23

7月

1.13
1.31
1.13
1.13
0.81
0.59
1.64
1.07
1.10

8月

1.62
1.46
1.13
1.30
0.65
0.98
1.55
1.17
1.23

9月

0.97
0.81
0.65
0.81
0.81
0.58
1.26
0.58
0.81

10月

0.48
0.64
0.49
0.49
0.32
0.29
0.96
0.20
0.48

11月

0.48
0.49
0.65
0.48
0.48
0.49
1.06
0.00
0.52

12月

0.16
0.32
0.49
0.32
0.16
0.19
0.68
0.00
0.29

3 讨 论

连续 5年监测结果显示，攀枝花市年平均鼠密度

为 0.74%，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表明攀枝花市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通过采取以环

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在鼠害防制工作中取得

显著成效。鼠类繁殖活动高峰期在每年的 6－8月和

11月，优势种为小家鼠，占54.94%，与陈祖华和唐刚［4-5］

报道攀枝花市城区的优势鼠种为褐家鼠（占 66.23%）
和攀枝花市城区病媒生物现状调查优势鼠种为褐家鼠

（占67.58%）发生了明显改变，可能是近几年城区大规

模的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影响了褐家鼠种群分

布，进而表现为鼠种构成的变化，所以攀枝花市应根据

鼠类优势种群、栖息场所以及活动高峰期采取以环

境防治为主，药物防治应确保覆盖率、到位率、饱和

率达标［6］。

监测发现攀枝花市小家鼠数量明显上升，构成比

达到 54.94%，一是可能与选择监测点的特殊环境有

关，二是可能与监测方法采用的夹夜法有关，三是可能

在这些环境中建有大量的仓库和厂房有关，这些都为

小家鼠的繁殖和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文献报道当

同城的褐家鼠、黄胸鼠（R. tanezumi）数量减少后，小家

鼠数量会明显上升［7］，因此，建议根据小家鼠繁殖快、

活动范围小、摄食少的活动特点，宜推广点多量少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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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法，将其密度降到不足为害的水平［8］。

褐家鼠耐潮湿，是城市下水道中鼠种之一，也是家

鼠型HFRS的主要传染源，本次监测其构成比有所下

降，与攀枝花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中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和改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建议各级政府继续采取

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疏通下水道系统，治

理河沟堵塞、改善水质，清理生活和建筑垃圾。鼠类防

制是一项长期连续性系统性的工作［9］，首先要继续加大

宣传力度，做到广泛动员，人人参与，加强监督检查，保

证其防制达到理想效果；二是要继续加强对重点单位和

场所的管理，加强环境设施的建设，整治排污沟，清理城

区的卫生死角，美化环境；三是要继续加强对特殊行业

的消杀工作，从根本上控制其孳生地；四是要开展抗药

性监测［10］，加强对其孳生地及优势种群进行调查，做到

有的放矢，科学防控，以提高其防制效果。
志谢 本项工作得到攀枝花市东区、西区、仁和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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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为主，但后两者对检测时限、实验条件及人员操作

有着更高要求，因此ELISA检测病毒特异性抗体仍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检测方法。研究证实多数患者 IgM
抗体在初次感染后5 d左右即可出现，有的在2～4 d即

可检测到；二次感染中，IgM抗体出现相对较晚，且滴

度低［6］。ICT试剂条是近年出现的快速诊断试剂，可以

同时检测DV IgM及 IgG抗体，大大提升了实验室尤其

是基层实验室检测DV的能力，并能区分新发感染和

二次感染，对疾病的诊治及疫情估计意义重大［7］。本

次实验室分别采用ELISA及 ICT方法进行抗体检测，

结果显示181例疑似样本中，ELISA检测 IgM抗体阳性

77例，阳性率为42.54%；高于美国Lumiquick公司生产

的 ICT 抗体检测试剂（阳性率为 34.81%）。本次检测

中，共检出 IgG抗体阳性病例 26例，提示二次感染（新

近再感染）病例占病例总数的33.80%，与姚海军等［8］报

道相符。两者均在发病5 d后检测率明显升高，与文献

报道的 IgM 抗体出现规律相一致。比较 2 种检测方

法，ELISA操作相对复杂，需要 2～3 h才能完成，并且

需要一定的仪器设备和相对专业的操作人员，ICT操

作简单，20 min 内即可完成，并可以同时测定 IgM 及

IgG抗体，对实验条件要求简单，可以作为筛查实验，

本次实验采用的为美国 Lumiquick 公司的试剂条，相

对于Panbio试剂条，成本更低，以前未见该试剂的公开

评价报道。

目前对于登革热尚无有效疫苗及特效治疗药物，

因此加大登革热实验室检测及病例特征分析，提高疾

病诊断率，对疾病的治疗和疫情控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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