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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非常有利

于鼠类的栖息繁衍。为掌握全省鼠类种群密度变化和

季节消长情况，为鼠类控制及防病工作提供参考，保

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全

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和《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方

案》，2010年开展鼠类监测工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对象 鼠形动物。

1.2 监测方法 采用夹夜法。统一选用中型钢板夹

（12 cm×6.5 cm），以生花生米为诱饵，晚放晨收。室内

按 1夹/15 m2，沿墙根均匀布放；室外每 5 m布放 1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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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兼顾，农村自然村室内外均匀布放。

1.3 监测时间 2010 年每月中旬监测 1 次；晚放晨

收，遇风雨天气（风力5级以上）顺延。

1.4 监测点选择 结合浙江省不同地理地貌特征和

鼠形动物生态习性，选择海盐、衢州、嵊泗等12个省级

监测点，各监测点按不同地理方位选择具体监测地

点。每个监测点设城镇居民区、特殊行业（餐饮、食品

制售）和农村自然村3个类型的监测点各1个，每月室

内外一次性布放鼠夹200夹。

2 结 果

2010 年全省各监测点共布放有效夹 162 586 夹，

捕获鼠形动物1570只，平均密度0.97只/100夹 。其中

居民区共布放有效夹54 799夹，捕获鼠形动物397只，

平均密度 0.72只/100夹；餐饮等特殊行业共布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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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52 423 夹，捕获鼠形动物 494 只，平均密度 0.94 只/
100夹；农村自然村共布放有效夹55 364夹，捕获鼠形

动物679只，平均密度1.23只/100夹。监测表明，全省

优势鼠种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占 55.48%，构

成比高于 2009 年；其次为小家鼠（Mus musculus）和黄

胸鼠（Rattus tanezumi），分别占22.42%和15.80%（表1）。
另 外 ，还 有 臭 鼩 鼱（Suncus murinus）和 黑 线 姬 鼠

（Apodemus agrarius）等，与浙江省历史记录相一致。各

监测点比较不同地区鼠种略有差异，大部分地区的优

势种为褐家鼠，而杭州市和海盐县以小家鼠为优势种，

值得注意的是衢州市以黄胸鼠为优势种，宁海县和丽

水市以黄胸鼠为次优势种，而且比例很高。全省室内

以小家鼠为优势种，室外以褐家鼠为优势种。分类型

看，居民区以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主，分别占 54.66%
（217/397）和 27.96%（111/397），特殊行业以褐家鼠和

黄胸鼠为主，分别占 57.89%（286/494）和 20.65%
（102/494），农村自然村以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主，分别

占53.76%（365/679）和27.54%（187/679）。
表1 2010年浙江省各监测点鼠形动物密度及其种群构成

监测点
（市、县）

海盐
衢州
嵊泗
宁海
临海
义乌
建德
温州
丽水
江山
杭州
宁波
合计

构成比（%）

有效
夹数
4 938
7 174
5 200
7 862
5 577
7 182
5 348
6 246
5 712
6 967

11 829
88 551

162 586

捕鼠
只数

20
62
39

113
50
96
84
50

154
298
42

562
1570

密度
（只/100夹）

0.41
0.86
0.75
1.44
0.90
1.34
1.57
0.80
2.70
4.28
0.36
0.63
0.97

褐家鼠

3
27
36
50
31
80
65
16
76

121
1

365
871
55.48

小家鼠

14
1
3

21
11
6

19
10
6

101
41

119
352
22.42

黄胸鼠

0
33
0

41
1

10
0
4

50
66
0

43
248
15.80

臭鼩鼱

3
1
0
0
7
0
0

20
22
1
0
0

54
3.44

黄毛鼠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5

0.32

黑线姬鼠

0
0
0
1
0
0
0
0
0
4
0
1
6

0.38

其它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4
2.16

2010年全省平均鼠密度最高的是江山市，为 4.28
只/100夹，最低的为杭州市，为0.36只/100夹。与2009
年比较，多数监测点鼠密度变化不大，如衢州、嵊泗、临

海、建德、温州、江山、杭州和宁波市（县）；下降较明显

的为海盐县和温州市；升高较明显的为宁海县和丽水

市。分类型看，居民区鼠密度最高的是江山市，其次是

丽水市和宁海县；特殊行业鼠密度最高的是丽水市，为

3.41只/100夹，其次是江山和义乌市；农村自然村鼠密

度最高的是江山市，其次是丽水和建德市。

从季节消长变化来看，浙江省全年均有鼠类活动，

3－10月为鼠类活动高峰，总体上呈现春季（4月）和秋

季（9－10月）两个高峰，以春峰更为明显。

3 讨 论

根据《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监测点管理办法》和浙

江省不同地理地貌特征及病媒生物生态习性，在2008
年调整的基础上，根据浙北杭嘉湖平原、浙中盆地、浙

东和浙西丘陵、海岛等不同生境类型，2010年继续调

整监测点，并根据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绩效评估要

求，修改、调整和下发了统一的监测方案。通过3年运

行表明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2010年监测表明，浙江省鼠密度农村高于城市，

优势鼠种为褐家鼠，主要鼠形动物还有小家鼠、黄胸

鼠、黑线姬鼠、黄毛鼠（R. losea）、臭鼩鼱等。以往浙江

省开展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和钩端螺旋体（钩体）

病监测发现，鼠类数量和密度有一些变化［1-2］，监测的

鼠种与监测地点的代表性和监测目的有关，鼠类监测

的主要目的是防病，因此除了要反映本底外，还应该为

当地相关的鼠传疾病监测和控制服务，因此鼠类监测

不应该是单一的，需要综合考虑［3］。

目前，我国鼠类监测和相关的鼠传疾病监测是分

开的，两个监测结果都不全面，无法达到资源共用，信

息共享，监测预警的作用。而且，浙江省监测发现，与

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鼠类密度较低［4-6］，单一监测难度

大，效率低。

开展鼠类监测和管理应与相关鼠传疾病（如鼠疫、

HFRS和钩体病等）的监测防控结合起来，应结合当地

鼠传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特点，合理制定鼠类监测和防

制措施，以达到鼠传疾病和鼠类监测及防制工作的最

优化。为了进一步加强病媒生物监测和管理，发挥鼠

类监测人财物投入的最大效益，2009年起我们开展病

媒生物综合监测研究，将鼠类监测和相关的疾病（鼠

疫、HFRS 和钩体病）监测结合起来，通过 2 年多的运

行，效果良好［3］。但是鼠类综合监测还有许多问题需

要研究解决，例如单病种的整合、选点代表性和方法等

（下转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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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中少见的现象。如在云浮市的相邻口岸中，茂名口

岸报道有蚊类6种［5］，肇庆铁路口岸有3种［6］，新会口岸

有 4种。云浮口岸蚊虫种类丰富，各监测点蚊类密度

高，可能与口岸周围环境复杂，生境丰富有关，另外干

扰因素少也是重要因素，港口及周边基本处于自然状

态，极少进行杀虫灭蚊活动。

3.2 白纹伊蚊刺叮节律及其影响因素 刺叮节律是

评价蚊类对人类健康危害的重要指标，白纹伊蚊是多

种蚊媒疾病的传播者。调查显示，云浮地区10月白纹

伊蚊刺叮节律仍可高达72只/人工小时，一天中有3个

刺叮活动高峰，与安继尧等［7］、龚道方和周红宁［8］报道

的一天有2个高峰不同，在21：00左右又有一个小的刺

叮高峰。白天的刺叮活动显著高于晚上，但几乎昼夜

都有活动，可能与当时的气温和湿度有关。调查期间，

第 1天的平均温度 27 ℃，夜间最低温度 22.5 ℃，平均

湿度 43%；第 2 天的平均气温 23 ℃，夜间最低温度

20.6 ℃，平均湿度 64%。该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宜蚊类

活动。

3.3 加强蚊虫监测和防控，预防虫媒传染病传播流行

白纹伊蚊、致倦库蚊和三带喙库蚊是云浮口岸的优势

蚊种。云浮市有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病例报告［9］，

在捕获的三带喙库蚊中检测到乙脑病毒阳性（未发表

资料），但尚未发现携带其他病毒。白纹伊蚊是我国登

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与云浮市相邻的阳江市在

1980、1986、1995、2001、2006年均发生登革热疫情，其

中 2001年大流行，发现登革热病例 136例，2006年 22
例［10］；肇庆、江门和茂名市也均有登革热疫情的记载和

报道［11］。云浮市尚未有登革热病例报道，但是如此高

密度的白纹伊蚊，提示传播登革热的潜在威胁。本次

调查初步反映了云浮口岸在相对自然条件下蚊类的种

群状态，为云浮口岸蚊类及蚊媒传染病的有效防制提

供了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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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浮口岸白纹伊蚊昼夜刺叮活动节律

（上接第245页）

问题，建议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一领导下，结

合病媒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专家的技术，深入开展现场

调查研究，整合鼠类和鼠传疾病监测，将鼠类种群、密

度及季节消长监测与病原学和血清学监测结合起来，

以发挥监测的最大效能，真正为病媒生物和病媒生物

性传染病暴发流行趋势提供必要的预警信息，为相关

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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