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国鼠疫监测方案

(２０２４年修订版)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发病急、传

播快、病死率高、传染性强为主要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鼠疫为甲类传染病.鼠疫虽然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

但是目前全球局部地区鼠疫暴发时有发生.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

分布广,面积大,类型复杂,动物间疫情在重点地区持续流行,人间

疫情多呈散发,并存在向大中城市异地输出的现象.为保护人民

群众健康,保障社会稳定,科学指导鼠疫监测工作,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国家鼠疫控

制应急预案»,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目的

(一)早期发现与报告人间鼠疫病例,阻止疫情传播与扩散.

(二)及时发现与控制动物鼠疫疫情,加强预警,预防人间鼠疫

发生.

(三)及时发现疫源动物及媒介等风险因素异常变化,采取控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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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体系

鼠疫监测体系按属地管理原则,以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为主体,政府组织管理,多部门合作,群众共同参与.

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是鼠疫监测工作的领导机构,负

责组织本辖区内鼠疫监测工作.全国鼠疫监测专业机构分为四

级,即国家、省、市、县组成不同层级的专业工作体系.承担鼠疫监

测任务的部门和机构要依法、科学、有序开展人间鼠疫病例监测和

动物间鼠疫监测工作.

三、人间鼠疫监测

(一)监测主体单位.

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人间鼠疫病例监测和报告工作.

(二)监测类型.

１．常规监测.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制度,根

据患者的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按照«鼠疫诊疗方案(２０２３年

版)»«鼠疫诊断标准»等对患者进行诊治.按照疑似鼠疫病例处置

方式,采取防护、隔离、采样等应急措施;按照法定传染病报告程序

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疑似鼠疫病例开展个案调查,协助

本级或下级医疗机构完成实验室检测工作.

２．应急监测.

当某一地区出现鼠疫病例,或发生动物鼠疫疫情且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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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动物鼠疫Ⅱ级以上时(见附件３),启动人间鼠疫应急监测.

(１)监测范围.

①出现人间鼠疫病例.

在当地政府划定的隔离区域内开展应急监测工作;若发生异

地输入病例,则病例的原发县(市、区)应同时启动应急监测.同

时,对病例就诊过程中所涉及的区域开展风险评估,按属地化管理

的原则,由当地政府启动应急监测.

②出现动物间鼠疫且达到动物鼠疫Ⅱ级以上预警级别.

在当地政府划定的动物疫区范围所涉及的县(市、区)开展应

急监测工作;若动物疫情发生在两县交界处,则与其相邻的县(市、

区)应同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２)监测对象.

监测对象包括鼠疫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例.

(３)监测形式.

当发生人间鼠疫疫情时,可采取以下３种监测形式:

①重点人群巡诊.开展病例密切接触者和隔离区域内人群巡

诊.实行２４小时发热病例报告制度.

②发热病例登记、报告与筛查.应急监测区域内医疗机构开

展发热病例登记、报告与可疑病例筛查工作,定期向同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③检诊检疫.必要时,当地政府可在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

(卡),对出入疫区人员进行检诊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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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动物间鼠疫且达到动物鼠疫Ⅱ级以上预警时,应急监

测形式主要以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对疑似鼠疫患者的筛查和报告为

主要应急监测形式,必要时,可开展检诊检疫等措施.

(４)应急监测启动与终止.

①出现人间鼠疫病例时,应急监测始于疫情发现之日,止于该

病例的最后１例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期结束之日.

②达到动物鼠疫Ⅱ级以上预警的地区,应急监测始于预警发

出之日,止于动物鼠疫预警结束.

四、动物鼠疫监测

(一)监测主体单位.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二)鼠疫疫源地类别划分.

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根据动物鼠疫流行情况将已知

鼠疫疫源地划分为四类地区(见附件１).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省级)专业机构负责辖区内监测地区

类别划分.各监测单位根据确定的疫源地类别,采取相应的监测

形式和工作任务开展动物鼠疫监测工作.动物鼠疫监测的工作量

原则上应保证及时发现动物间疫情,同时保证鼠疫实验室检测能

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监测形式.

动物鼠疫监测划分为固定监测、流动监测、疫源检索及鼠情调

查等４种形式(见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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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类地区应以固定监测和流动监测为主要监测形式.固定

监测地区一般选择在历史疫点,人口稠密地区或交通枢纽和大型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流动监测为固定监测的补充.

２．二类地区应以流动监测为主要监测形式,根据需要可以设

立固定监测点.

３．三类地区以疫源检索为主要监测形式,根据需要可开展流

动监测等其他监测形式工作.

４．四类地区以鼠情调查为主要监测形式,根据需要可开展疫

源检索等其他监测形式工作.

５．具备典型的地理景观并有鼠疫主要宿主动物连续分布,可

能存在鼠疫自然疫源性的地区;与邻国鼠疫自然疫源地毗邻地区;

大型建设项目地区(需要开展鼠疫卫生学评价);以及其他经风险

评估需要开展动物鼠疫监测的地区,可参照四类地区开展监测

工作.

(四)动物鼠疫监测基本内容.

１．地理景观学监测.

掌握监测区域的地理地貌、植被、气象、水文、土壤等基础生态

资料.利用无人机,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技术绘制监测地理景观

图或鼠疫监测专题地图.

２．生态学监测.

各类疫源地鼠疫宿主、媒介数量监测工作指标详见附件２.

３．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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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地区鼠疫实验室以开展细菌学检测、血清学检测和核酸

检测为主要工作内容,检测工作量详见附件２.各监测单位在开

展实验室活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

目录»等有关规定.要求必须具备生物安全Ⅱ级及以上实验室,备

检材料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

(五)风险评估.

在动物鼠疫监测过程中,如发现某一地区宿主动物或媒介数

量的异常变化,或检测到阳性标本时,应按动物鼠疫预警等级进行

风险评估,并作出相应级别预警.具体指标见附件３.

五、组织管理及职责分工

(一)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考核本辖区鼠疫监

测工作,保障本辖区鼠疫监测工作所需人员,保障鼠疫监测经费及

时、足额拨付,保障鼠疫防治信息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国鼠疫监测工作技术管理,负

责对各地有关机构不能判定的疑难标本进行复核鉴定,为各级鼠

疫监测机构提供动物鼠疫监测试剂.制订全国鼠疫监测相关技术

文件,组织鼠疫监测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开展全国鼠疫

监测和鼠疫疫情处置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完善管理国家“鼠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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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息管理系统”.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制订本省鼠疫监测方案,合理布

局,科学划分各类别监测地区,选择相应监测方式,量化工作任务.

负责本省份监测和疫情等资料的汇总、分析、上报、反馈和档案管

理.开展本省份的鼠疫监测工作技术指导、考核和评估工作.负

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测过程中鼠疫菌

株的复判、鉴定、运输和临时保存工作.负责本省份血清阳性标本

的确证工作.负责本省份鼠疫监测和疫情处置的培训及技术

指导.

地市级监测机构根据国家和省级鼠疫监测方案,提出本地区

鼠疫监测计划.对本地区监测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上报、反馈和

档案管理.指导检查县(市、区、旗)级(以下简称“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鼠疫监测工作.协助鼠疫疫情较重、疫源地范围较大、

工作相对薄弱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监测工作.经省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授权,可负责本地区血清阳性标本的复判.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承担本辖区的鼠疫监测工作,按

要求对监测资料、数据进行汇总上报和档案管理.按时完成“鼠疫

防治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上报工作.

(三)医疗机构.

组织开展医务人员鼠防知识培训,提升医务人员鼠疫病例发

现、报告和救治水平.按要求进行人间鼠疫病例监测、应急监测和

病例报告,以及鼠疫病例标本采集和运送工作.配合疾病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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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构开展鼠疫病例个案调查.

六、信息管理与报告

(一)信息管理.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严格执行疫情公开制度,在提供、使

用疫情资料时,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其他部门查询鼠

疫疫情信息资料,应经同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批准.各责任报告

单位对所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应长期保存.不

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报告单位,其报告卡由收卡单位保存,原报告

单位必须进行登记备案.

(二)信息报告.

１．人间疫情信息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疑似鼠疫病例时,应在２小时内完成

网络直报,并及时修订疫情信息.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应逐级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２．动物疫情及监测信息报告.

(１)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动物鼠疫疫情的责任报告单位.

在判定发生动物鼠疫疫情后,责任报告单位在２小时内进行网络

直报,并向所在联防组织的地区或部门通报疫情信息.

(２)在开展动物鼠疫监测期间,监测数据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按规定进行网络直报,监测数据应在完成阶段性工作３０天之

内上报.发现异常情况时,相关数据应及时进行网络直报.

(三)信息分析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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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辖区内的人间、动物间疫情及监

测信息,可根据不同需要进行多维度动态分析.当发生人间或动

物间鼠疫疫情时,应及时作出专题分析.

２．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辖区内鼠疫信息数据进行全面分

析.根据数据积累情况,重点分析鼠疫流行病学特征、病原学特

点、评价防治效果,提出防治对策.

３．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信息分析结果要以信息、简报或

报告等形式向同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

告.疫情发生时,应随时作出专题报告,上报至相应主管行政部门

和业务机构,同时将信息反馈到下一级行政部门和业务机构.

七、国家级鼠疫监测点工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全国鼠疫防控工作需要,在各类

鼠疫疫源地设立国家级鼠疫监测点,国家级鼠疫监测点监测工作

方案另行制定.

八、指导和考核

(一)指导.

国家疾控局业务主管司组织专家每年对６—８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鼠疫监测工作指导,对监测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并将评估意见反馈给当地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省级和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每年组织对本辖区至少

３０％的监测县进行指导,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并落实整改措施.

(二)考核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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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布基地每年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鼠疫监测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评估,对

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鼠疫实验室及国家级鼠疫监测点的实

验室开展质控工作.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本辖区鼠疫实

验室质控工作.

九、其他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根据本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监测方案及实施

细则.

附件:１．鼠疫监测基本概念

２．动物鼠疫监测工作任务和工作指标

３．动物鼠疫预警指标及技术措施

—１１—



附件１

鼠疫监测基本概念

１．鼠疫疫源地区.鼠疫菌在宿主动物、媒介和特定的自然环

境中,不依赖人类活动在自然界中循环往复,长期存在的现象,称

为鼠疫自然疫源性.存在鼠疫自然疫源性的地区,称为鼠疫疫源

地区.

２．鼠疫监测.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

据不同类型鼠疫在当地发生的时间、空间和在人群中的流行规律,

依据职能适时开展的人间鼠疫病例监测和动物间鼠疫疫情监测

工作.

３．一类监测地区.近１０年发生过人或动物鼠疫疫情的疫源

地区.

４．二类监测地区.近１１年~２０年之间发生过人或动物鼠疫

疫情的疫源地区.

５．三类监测地区.近２１年~３０年之间发生过人或动物鼠疫

疫情的疫源地区.

６．四类监测地区.３０年以上未发生过人或动物鼠疫疫情的疫

源地区.

７．固定监测.以发现疫情,系统观察和研究动物间鼠疫发生

规律为主要目的.利用较长时间(数年或数十年),选择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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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地区,在较大范围(一般为４００km２ 或９００km２)内观察主要宿

主动物及媒介生态、种群及数量变化;研究动物鼠疫感染、传播、保

存规律及地理分布等特征的鼠疫监测方式.

８．流动监测.以发现疫情,了解宿主动物和媒介种群及数量

变化为主要目的.利用较短时间(数天或数月),选择重点地区,在

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一般为１００km２ 或２００km２)完成一定数量的

宿主动物、媒介、细菌学和血清学等监测指标.

９．疫源检索.以发现疫情为主要目的.利用数天或数十天时

间,在某一地区一定范围内(一般为１００km２ 或２００km２)完成一定

数量的细菌学、血清学或核酸指标的检测.

１０．鼠情调查.以了解宿主动物和媒介种群及数量为主要目

的.利用 数 天 或 数 十 天 时 间,在 某 一 地 区 一 定 范 围 (一 般 为

２５km２)完成一定数量的宿主动物及媒介指标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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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动物鼠疫监测工作任务和工作指标

本«方案»确定我国１２类鼠疫自然疫源地动物鼠疫监测工作

任务和工作指标.各级监测机构需根据监测地区级别选择规定的

监测方式开展工作.动物鼠疫监测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３－５年

时间为一个周期,将监测工作覆盖本行政区域.

一、黄鼠类(达乌尔黄鼠、阿拉善黄鼠、长尾黄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３－４个流

动监测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２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４月~９月,以４月~７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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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关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鼠疫细菌学和血清学检

测区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４)鼠情调查.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关指标调查区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黄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内各类生境面积０．５％比例分层抽

样,以单公顷１日弓形夹法调查黄鼠密度.每年４月和７月各调

查１次.

②黄鼠生态.每年观察黄鼠不少于２００只,鉴定年龄、性别;４

月~５月观察雌黄鼠不少于５０只,观察胎鼠数或子宫斑数.

③野外夜行鼠密度.监测期间,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按旬

进行调查,每月布夹不少于６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黄鼠寄生蚤.监测期间,每旬检活体黄鼠不少于２０只,全

年检活体黄鼠不少于２００只;每旬探黄鼠洞干不少于２０个,全年

探黄鼠洞干不少于２００个.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开展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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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调查.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室内游离蚤.在无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各省(区)可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开展此项工作.在有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每

个监测点在居民区每月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每室５张,晚放晨取检

蚤,蚤分类鉴定,计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全年检验黄鼠不少于２００只,对发

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螨)全

部分类,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

(１~２０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全年检测黄鼠血清不少于３００

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

对特殊样本(例如:自毙动物,无外伤且皮下组织充血严重或

淋巴结明显肿大的活体动物等,以下同.)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

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黄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内各类生境面积０．５％比例分层抽

样,以单公顷１日弓形夹法调查黄鼠密度,每点调查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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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野外夜行鼠密度.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每点布夹不少于

３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黄鼠寄生蚤.每点检活体黄鼠不少于２０只,探洞干不少于

３０个.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室内游离蚤.在无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各省(区)可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开展此项工作.在有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同

固定监测.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点检验黄鼠不少于１００只.发

现的病死动物及采集的媒介(蚤、蜱、螨)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黄鼠血清不少于１００

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检验.对发现的所有病死动物及采集的媒介(蚤、

蜱、螨)进行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检测.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黄鼠血清不少于

１０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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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黄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内各类生境面积０．５％比例分层抽

样,以单公顷１日弓形夹法调查黄鼠密度,每点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按５米夹线法,

每点布夹不少于３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黄鼠寄生蚤.每点检活体黄鼠不少于２０只,探洞干不少于

３０个.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二、旱獭(喜马拉雅旱獭、灰旱獭、长尾旱獭、蒙古旱獭)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３—４个流

动监测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２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５月~１１月,以５月~９月为重点监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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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７．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关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可外扩１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

按９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可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可按

４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１０km 范围作为鼠菌学和血清学检测

区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４００km２ 计算.

(４)鼠情调查.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调查区

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旱獭密度.用路线法调查旱獭密度.５月和７月各调查１

次,每次调查路线不少于５条,每条路线距离不少于５km,调查面

积不少于２５０hm２.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监测期间,每月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

用五米夹线法,以白面油饼或花生等为诱饵,每月不少于６００

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旱獭体外寄生虫.每月检獭体不少于１５只,全年不少于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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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旱獭洞干蚤.每月探洞不少于３０个,全年不少于１５０个.

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检验旱獭不少于６０只;对发现的

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螨、虱等),

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２０

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检测旱獭血清不少于１００份,犬

血清不少于３０份.对发现的病死动物和腐败样本均应用抗原检

测方法进行检测,必要时对藏系绵羊进行血清学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旱獭密度.用路线法调查旱獭密度,每点调查１次,调查路

线不少于２条,调查面积不少于１００hm２.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点选择２种主要生境,按５米夹线法,

每点布夹不少于２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旱獭体外寄生虫.每点检獭体不少于１５只.蚤分类鉴定,

—０２—



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旱獭洞干蚤.每点探洞干不少于３０个,蚤分类鉴定,计算

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点检验旱獭不少于２０只;对发

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螨、虱

等)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２０只/组)均做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验旱獭血清不少于２０只

份,犬血清２０份.必要时对藏系绵羊进行血清学检测.对病死动

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对发现的所有病死动物进行细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旱獭或指示动物血清

不少于３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旱獭密度.用路线法调查旱獭密度,每点调查１次,调查路

线不少于２条,调查面积不少于１００h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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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旱獭洞干蚤.每点探洞干不少于３０个.

三、长爪沙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３—４个流

动监测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２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１月~１２月,以４月~５月和１０月~１１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４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细菌学和血清学检测区

域.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４)鼠情调查.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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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标调查区域.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长爪沙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２４小时弓形夹法调查长爪沙鼠密度.４

月~５月和１０月~１１月各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个监测月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布夹

不少于６００夹次,计算捕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长爪沙鼠体外寄生蚤.每个监测月检活体长爪沙鼠不少于

３０只.

②长爪沙鼠巢蚤.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病原学.每点用细菌学方法检验动物不少于２００只;发现

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蚤(蜱)全部分类,除少

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２０只/

组)进行细菌学检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大搜索范

围,增加检验数量.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检测鼠血清不少于１００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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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宿主和高抗性鼠类为主要检测对象.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

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长爪沙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２４小时弓形夹法调查长爪沙鼠密度.每

点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点选择２种主要生境,布夹不少于２００

夹次,计算捕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长爪沙鼠体外寄生蚤.每点检活体长爪沙鼠不少于２０只.

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长爪沙鼠巢蚤.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病原学.每点用鼠疫细菌学方法检验动物不少于５０只;对

所采集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

等),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２０只/组)进行鼠疫菌检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

大搜索范围,增加检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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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检测鼠类血清学不少于５０份;

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对发现的所有病死动物及所收集到的蚤类进行细

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验鼠类及指标动物血清

不少于５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长爪沙鼠密度.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层

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２４小时弓形夹法调查长爪沙鼠密度.每点

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点选择２种主要生境,布夹不少于２００

夹次,计算捕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长爪沙鼠体外寄生蚤.每点检活体长爪沙鼠不少于２０只.

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四、布氏田鼠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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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３－４个流

动监测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２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１月~１２月,以４月~５月和８月~９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４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关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鼠疫细菌学和血清学检

测范围.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４)鼠情调查.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调查

区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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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布氏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１日布夹法调查布氏田鼠密度.４月~５

月和８月~９月各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按旬选择２~３种主要生境,

采用五米夹线法,布夹数不少于６００夹次.对捕获鼠分类,计算捕

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布氏田鼠体外寄生蚤.每个监测月检活体田鼠不少于５０

只,全年不少于１００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布氏田鼠巢穴蚤.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小型鼠及其他动物进行检

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全年检查宿主动物不少于３００只;

对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蚤(蜱)进行分

类,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２０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大

搜索范围,增加检验数量.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试验方法,检测鼠类血清不少于１００

份,以高抗性鼠类或动物为主要监测对象.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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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布氏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１日布夹法调查布氏田鼠密度.每点调

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采用五米夹线法,每点调查不少于２００

夹次,捕获鼠分类,计算捕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布氏田鼠体外寄生蚤.每点检活体田鼠不少于３０只.蚤

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布氏田鼠巢穴蚤.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点检验宿主动物不少于１００只;

对收集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

等)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２０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大

搜索范围,增加检验数量.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鼠类血清不少于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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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对发现的所有病死动物及收集到的蚤类全部进行

细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鼠类和指标动物血清

不少于５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密度调查

①布氏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１日布夹法调查布氏田鼠密度.每点调

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点调查不少于２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布氏田鼠体蚤.每点检活体田鼠不少于３０只.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五、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６个流动监测

点开展监测工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疫源检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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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４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１月~１２月,以３月~６月和９月~１１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选择１个乡(镇),在不同自然景观的自然村

(街道)辖区分别按月循环开展监测工作.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每１－３个监测月选１个乡(镇)中的１个行政

村辖区作为１个点.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同流动监测.

(４)鼠情调查.同流动监测.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鼠密度.每月选择耕作区(菜园和田地)、林区(灌木丛

和林地)两种生境,用５米笼(夹)线法,每种生境布放３００笼(夹)

次(每晚１００笼夹,连续３晚),晚放晨收,根据捕获率测定鼠密度.

②室内鼠密度.每月在居民住宅区选择２０户,布放３００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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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次(每户５笼夹,连续３晚),晚放晨取收,根据捕获率测定鼠

密度.

③宿主动物种群结构.每月捕获不少于３０只鼠类,计算鼠种

构成比.

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每月梳检鼠体不少于２０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

指数和染蚤率.

②鼠巢蚤.据各地实际情况,必要时进行调查.每月在野外

挖洞采集不少于１０个鼠巢,计算鼠巢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室内地面游离蚤.根据流行病学指征,必要时进行调查.

每月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每间５张,晚放晨收检蚤,计算地面游离

蚤指数.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月检验动物不少于２０只,全年

不少于２４０只;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

介(蚤、蜱等)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１０只/组)

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方法,每月检测鼠类血清不少于１０

份,全年不少于１２０份;根据实际情况,对调查区域内的指示动物

做特异性抗体调查.对病死动物用反向间接血凝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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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选择耕作区(菜园和田地)、

林区(灌木丛和林地)两种生境,用５米笼(夹)线法,每种生境布放

３００笼(夹)次(每晚１００笼夹,连续３晚).

②室内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在居民住宅区选择２０户,布

放３００笼(夹)次(每户５笼夹,连续３晚),晚放晨收,根据捕获率

测定鼠密度.

③宿主动物种群结构.每个监测月每点捕获鼠类不少于３０

只,计算鼠种构成比.

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每个监测月每点梳检鼠体不少于２０只;蚤分类鉴

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鼠巢蚤.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必要时进行调查.每监测月

每点在野外挖洞采集不少于１０个鼠巢,计算鼠巢蚤指数和染

蚤率.

③室内地面游离蚤.根据流行病学指征,必要时进行调查.

一般每个监测月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每间５张,晚放晨取检蚤,计

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收集鼠类不少于

２０只,全年不少于２４０只;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

收集的蚤类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１０只/组)

—２３—



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检验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验鼠类

血清不少于１０份,全年不少于１２０份.根据实际情况,对调查区

域内的指示动物做特异性抗体调查.对病死动物用反向间接血凝

方法进行检验.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验动物不少于

３０只,全年不少于１２０只;对采集的媒介(蚤、蜱等)均做细菌学

检验.

２)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测鼠类及指

标动物血清不少于２０份,全年不少于８０份;根据实际情况,对调

查区域内的指示动物做特异性抗体调查.对病死动物用反向间接

血凝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选择菜园、耕地、灌木丛三种

生境,用５米笼(夹)线法,每种生境布放３００笼(夹)次(每晚１００

笼夹,连续３晚),晚放晨收,根据捕获率测定鼠密度.

②室内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布放３００笼(夹)次(每户５

笼夹,连续３晚),晚放晨收,根据捕获率测定鼠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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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每个监测月每点梳检鼠类及其他鼠型动物不少于

２０只.

②室内游离蚤.在发生动物鼠疫疫情时,在居民区室内每个

监测月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

六、黄胸鼠(家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地区.每年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６个流动监测

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设置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４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１月~１２月,以４月~１０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选择１个乡(镇),在不同自然景观的自然村

(街道)分别按月循环开展监测.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在全县(市、区)范围内每１－３个监测月选１

个乡(镇)中１个行政村(办事处)的１~２个自然村(街道)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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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同流动监测.

(４)鼠情调查.同流动监测.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鼠密度.用５米笼(夹)线法,每月连续布放３天,每天

１００笼(夹)次,根据捕获率计算室外鼠密度.

②室内鼠密度.在居民住宅区,选择２０~３０户,户内每室布

放１个笼(夹),每户３~５个笼(夹)每月连续布放３天,每天１００

笼(夹)次.

③宿主动物种群.每月捕获不少于２０只鼠类,计算鼠种构

成比.

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指数.每月梳检鼠类及其他鼠型动物不少于２０只;

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室内地面游离蚤.在发生动物鼠疫流行时,每月在居民区

内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每室５张,晚放晨收检蚤,蚤分类鉴定,计算

地面游离蚤指数.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月检验鼠类不少于２０只,全年

不少于２４０只.对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做细菌学检验.对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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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蚤全部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１０只/组)

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方法,每月检测各种动物(鼠类、犬、

猫)血清不少于１０份,全年不少于１２０份.对病死动物用反向间

接血凝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调查一次,每天１００笼(夹)

次连续布放３天,根据捕获率计算室外鼠密度.

②室内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在居民住宅区选择２０~３０

户,户内每室布放１个笼(夹),每户３~５个笼(夹),每天１００笼

(夹)次,连续布放３天.

③宿主动物种群.每个监测月每点捕获不少于２０只鼠类,计

算鼠种构成比.

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指数.每个监测月每点梳检鼠类及其他鼠型动物不

少于２０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室内地面游离蚤.在发生动物鼠疫疫情时,每个监测月每

点在居民区内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每室５张,晚放晨取检蚤,蚤分

类鉴定,计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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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细菌学.用鼠疫细菌学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验鼠类不

少于２０只,全年不少于１４０只;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做细菌学检

验;对采集的蚤类全部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１０只/组)进行鼠疫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测各种鼠类

血清不少于１０份,全年不少于１２０份.根据实际情况,对调查区

域内的指示动物做特异性抗体调查.对病死动物用反向间接血凝

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①细菌学.用鼠疫细菌学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验动物不

少于３０只,全年不少于１２０只;发现的病死动物及采集的媒介

(蚤、蜱等)均做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间接血凝方法,每个监测月每点检测动物(鼠

类、犬、猫)血清不少于２０份,全年不少于８０份;对病死动物用反

向间接血凝方法进行检测.

③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室外(野外)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用５米笼(夹)线法,

每天１００笼(夹)次,连续３天.

②室内鼠密度.每个监测月每点在居民住宅区,选择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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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分别在村东南西北中选),每天１００笼(夹)次,连续３天.

２)媒介调查

①鼠体蚤.每个监测月每点梳检鼠类及其他鼠型动物不少于

２０只.

②室内游离蚤.在发生动物鼠疫疫情时,每个监测月每点在

居民区室内布放粘蚤纸１５０张.

七、青海田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地区.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４个流动监测点,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设置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２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指标

１．监测时间

５月~９月,以６月~８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监测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４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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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标监测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鼠疫细菌学和血清学检

测范围.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４)鼠情调查.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调查

区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２５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青海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比

例分层抽取样,用１２小时夹日法调查青海田鼠密度.在鼠密度≥

１００只/hm２ 时,以０．２５hm２ 为单元;在鼠密度＜１００只/hm２ 时,以

１hm２ 为单元.

②野外夜行鼠调查.采用五米夹线法,选择有代表性的２~３

种生境,每月不少于３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青海田鼠体蚤.每月检活体青海田鼠不少于３０只,蚤分类

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青海田鼠巢穴蚤.有条件可以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小型鼠及其他动物进行检

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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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全年检验青海田鼠不少于２００只;

对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获得的蚤类按同一地点、同一

寄主、同一蚤种分组(１~２０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检验青海田鼠血清不少于１００

份,抽检牧犬血清不少于３０份,必要时对藏系绵羊进行血清检测.

对腐败的动物材料应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青海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０．２５hm２ 为单元,１日布夹法调查田鼠密度.每点调查

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采用五米夹线法,每点调查不少于２００

夹次,捕获鼠分类,计算捕获率.

２)媒介调查

①青海田鼠体外寄生蚤.每点检活体田鼠不少于３０只.蚤

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青海田鼠巢穴蚤.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每点检验宿主动物不少于１０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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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集到的病死动物全部进行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媒介(蚤、蜱

等)除少量留做标本外,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１~

２０只/组)进行细菌学检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大

搜索范围,增加检验数量.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鼠类血清不少于５０

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对发现的所有病死动物及收集到的蚤类全部进行

细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测鼠类和指标动物血清

不少于５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鼠情调查

１)宿主动物密度调查

①青海田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

层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１日布夹法调查田鼠密度.每点调查

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每点调查不少于２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青海田鼠体蚤.每点检活体田鼠不少于３０只.

②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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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八、大沙鼠疫源地

(一)工作任务

１．一、二类地区.选择１个固定监测点或３－４个流动监测

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设置疫源检索点.

２．三类监测地区.每年选择不少于３个疫源检索监测点,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流动监测点.

３．四类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周边疫源地疫情活动情

况选择相应的监测形式开展监测工作.

(二)工作方式

１．监测时间

４月~１１月,以５月~６月和９月~１０月为重点监测期.

２．监测方式和范围

(１)固定监测.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关

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扩１０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４００km２ 计算.

(２)流动监测.以半径２．５km 范围作为宿主动物和媒介等相

关指标调查区域,收集可检样本外 ５km.监测覆盖面积可按

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疫源检索.以半径５km 范围作为细菌学和血清学检测区

域.监测覆盖面积可按１００km２ 计算.

３、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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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固定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大沙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２％~０．５％分层

抽样,以１hm２ 为单元,日出后１小时至日落前１小时调查大沙鼠

密度,５月~６月和９月~１０月各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数量调查.采用五米夹线法,每月调查不少于

６００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大沙鼠体蚤.每次调查检活体大沙鼠不少于２０只.

②大沙鼠巢穴蚤.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全年检验动物不少于２００只;发现

的病死动物全部做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蚤(蜱)等媒介均做细菌

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全年检测血清不少于１００份.

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流动监测

１)宿主动物调查

①大沙鼠密度.按调查区域各类生境面积０．５％分层抽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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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hm２ 为单元,日出后１小时至日落前１小时调查大沙鼠密度,每

点调查１次.

②野外夜行鼠密度.采用五米夹线法,每点调查不少于２００

夹次.

２)媒介调查

①大沙鼠体蚤.每点检活体大沙鼠不少于２０只.

②大沙鼠巢穴蚤.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巢穴蚤调查.

③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野外夜行鼠及其他动物进

行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３)细菌学及血清学检测

①细菌学.用细菌学方法检验,每点检验动物不少于５０只;

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做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蚤(蜱)等媒介均做

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验大沙鼠血清不少于２０

份.对病死动物用抗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４)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３)疫源检索

１)细菌学.发现的病死动物全部做细菌学检验;对采集的蚤

(蜱)等媒介均做细菌学检验.

２)血清学.用抗体检测方法,每点检验大沙鼠及指示动物血

清不少于２０份,以县为单位全年不少于１００份;对病死动物用抗

原检测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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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核酸检测.对特殊样本可采用核酸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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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动物鼠疫预警指标及技术措施

依据动物鼠疫流行强度和啮齿动物以及媒介昆虫的种群生态

指标变化,结合近年来部分重点省区所开展的动物鼠疫预警工作

经验,制定我国动物鼠疫预警指标和应采取的相应技术措施.规

范各类鼠疫自然疫源地动物鼠疫预警工作.

一、动物鼠疫I级预警

(一)预警指标.

在某一类型鼠疫疫源地发生动物鼠疫大流行(流行面积:黄鼠

疫源地流行范围≥２００km２,黄胸鼠、齐氏姬鼠疫源地流行范围≥

５００km２,沙鼠、田鼠、旱獭疫源地流行范围≥１０００km２;疫点数:一

次疫情发生５个以上疫点);或局部地区出现动物鼠疫暴发流行,

且波及到县级规模以上城市;或动物鼠疫发生在交通便利、人口稠

密地区,对人群构成严重威胁.

(二)技术措施.

１．开展人间鼠疫应急监测工作,包括疑似鼠疫患者的筛查,重

点人群巡诊.必要时对重点人群开展检诊检疫、预防性投药.

２．开展预防鼠疫宣传教育工作.

３．居民区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４．动物鼠疫疫区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并达到如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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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黄鼠疫源地.野外实施鼠蚤并灭,主要宿主密度＜０．１只/

hm２;村屯及人口居住地区灭鼠灭蚤,家屋鼠密度＜０．５％,蚤指数

为０.

(２)沙鼠疫源地.野外动物鼠疫流行区域实行鼠蚤并灭,主要

宿主密度＜０．２只/hm２;村屯进行灭鼠灭蚤,家屋鼠密度＜０．５％,

蚤指数为０.

(３)旱獭疫源地.野外疫区实行獭蚤并灭,旱獭密度＜０．５只/

hm２;村屯进行灭鼠灭蚤;禁止外来流动人员进入疫区.

(４)黄胸鼠疫源地.以灭蚤为主要技术措施,辅助以灭鼠和对

居民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家鼠总密度＜１％,鼠体印鼠客蚤指数

＜１．０.

(５)田鼠、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疫区开展灭鼠灭蚤.

二、动物鼠疫Ⅱ级预警

(一)预警指标.

在某一类型鼠疫疫源地发生动物鼠疫流行(流行面积:黄鼠疫

源地流行范围在１００km２－２００km２ 之间,黄胸鼠、齐氏姬鼠疫源地

流行范围在２００km２－５００km２ 之间,沙鼠、田鼠、旱獭疫源地流行

范围在５００km２－１０００km２ 之间;疫点数:一次疫情发生３－５个疫

点).

(二)技术措施.

１．开展人间鼠疫应急监测工作,包括疑似鼠疫患者的筛查,重

点人群巡诊.必要时对重点人群开展检诊检疫、预防性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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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展预防鼠疫宣传教育工作.

３．动物鼠疫疫区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并达到如下标准:

(１)黄鼠疫源地.疫区范围内鼠蚤并灭,主要宿主数量＜０．３

只/hm２.

(２)沙鼠疫源地.疫区范围内鼠蚤并灭,外延１km;对村屯周

围１km 范围内实行保护性灭鼠,主要宿主密度＜０．５只/hm２.

(３)旱獭疫源地.对疫区实行獭蚤并灭的疫区处理.

(４)黄胸鼠疫源地.对鼠疫疫点及其附近的村寨进行灭鼠灭

蚤,家鼠总密度＜１％,鼠体印鼠客蚤指数＜１．０.

(５)田鼠、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对鼠疫流行区域实行鼠

蚤并灭.

三、动物鼠疫Ⅲ级预警

(一)预警指标.

在某一类型鼠疫疫源地发生动物鼠疫疫情,一次疫情仅发生

１－２个疫点.或检出鼠疫F１抗体阳性标本,且阳性率超过５％.

(二)技术措施

１．黄鼠疫源地.扩大监测范围,掌握疫情动态;疫点和血凝阳

性点１km２ 范围内鼠蚤并灭,主要宿主密度＜０．５只/hm２.

２．沙鼠疫源地.以疫点为中心,半径１．５km 范围内开展鼠蚤

并灭,主要宿主密度＜１只/hm２.

３．旱獭疫源地.扩大监测范围,检测旱獭和牧犬血清,注意发

现收集病、死动物;对疫点１km２ 范围内开展獭蚤并灭的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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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４．黄胸鼠疫源地.扩大监测范围,监视疫情动态;可进行小范

围(如自然村)灭鼠灭蚤,家鼠总密度＜１％,鼠体印鼠客蚤指数＜

１．０.

５．田鼠、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疫点１km２ 范围内灭鼠.

四、动物鼠疫Ⅳ级预警

(一)预警指标.

检出鼠疫F１抗体,但未超过５％阳性率,或主要宿主动物以

及媒介昆虫种群生态学指标达到以下标准:

１．黄鼠疫源地.主要宿主密度≥３只/hm２,主要宿主体蚤指

数≥５．０.

２．沙鼠疫源地.主要宿主密度≥５０只/hm２,体蚤指数≥３．０.

３．旱獭、田鼠疫源地.在动物血清中检出鼠疫F１抗体,但未

达到动物鼠疫流行判定标准.

４．黄胸鼠疫源地.室内黄胸鼠密度≥３％,或室外黄胸鼠密度

≥５％,鼠体印鼠客蚤指数≥２．０.

５．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鼠密度≥１０％,或鼠体特新蚤

指名亚种指数≥３．０.

(二)技术措施.

１．黄鼠疫源地.加强对预警地区的鼠疫监测力度,必要时采

取鼠蚤并灭的控制措施,主要宿主密度＜０．５只/hm２.

２．沙鼠疫源地.加强鼠疫监测,扩大可检样本的搜索范围,增

—９４—



加检测标本数量.注意发现收集病、死动物,密切监视疫情动态.

３．旱獭疫源地.扩大监测范围,检测旱獭和牧犬血清,注意发

现收集病、死动物.

４．黄胸鼠疫源地.加强对预警地区的鼠疫监测力度,必要时

采取灭鼠、灭蚤的控制措施,家鼠总密度控制在≤６．０％,黄胸鼠密

度≤３％,鼠体印鼠客蚤指数＜１．０.

５．田鼠、齐氏姬－大绒鼠鼠疫源地.加强鼠疫监测,扩大可检

样本的搜索范围,密切监视疫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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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９日印发

校对:薛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