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丘政办发〔2022〕60号

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丘北县
2022年病媒生物春、秋两季联

防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省州驻丘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丘北县 2022病媒生物春、秋两

季联防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年 2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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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北县 2022年病媒生物春秋两季
联防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州病媒生物防制有关文件精神，实现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的任务目标，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和《云南省鼠

疫控制应急预案》（云政办发〔2008〕230号）要求，结合丘北

县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春秋两季预防性化学防制工作，有效降低鼠、

蚊、蝇、蟑密度，减少病媒生物对人类的危害；通过开展科学监

测，扩大监测面，力争及时发现动物间鼠疫疫情和蚊、蝇、蟑孳

生地，并及时进行处理，严防人间鼠疫疫情的发生和控制蚊、蝇、

蟑的密度。坚持“预防为主”方针，依靠科学技术力量，通过采

取系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化学防制工作，把我县境内病媒生物

密度控制在不足于危害人类健康的指标范围内，巩固病媒生物防

制成果，促进丘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组织领导及工作职责

为确保我县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顺利推进，成立丘北县病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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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彭佳佳 副县长

副组长：李 飞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谭 伟 县卫健局局长

成 员：郭文俊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况顺伟 县工信商务局副局长

黎云皎 县教体局局长

胡玉帮 县财政局局长

姜军校 县住建局局长

杨雪梅 县水务局局长

吴家邦 县农科局局长

陈俊亦 县林草局局长

赵承生 县民政局局长

林金聪 县文旅局局长

梁廷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周留华 县城管执法局局长

谭玲芳 县运管局局长

赵 维 县卫健局副局长

孙树金 普者黑景区管委会副主任

朱庆文 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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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奎 县铁投公司董事长

各乡（镇）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卫健局，由赵维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技术指导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正雄 县疾控中心主任

副组长：高 翔 县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

李嘉怀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梁龙玉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杨 琴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成 员：余兴化、黄燕、张廷嫚、艾春来、曾世春、陶优、

吴自国、刘明、张如功、赵福、陆凤斌、马家发、李源源。

工作职责：

县、乡两级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

理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大力开展全县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

县政府办：统筹全县病媒生物防制联防工作，协调各部门按

照工作职责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时成立病媒生物防制联防工作领导

小组和技术指导组，切实加强对本乡（镇）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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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按要求全面组织开展本辖区内孳生地治理、筹粮、配制毒

饵、毒饵下发、灭蚊、蝇等病媒生物防制联防工作，并达到规定要

求。

锦屏镇：负责组织实施县城建成区社区、城中村、城郊结合

部、村（居民）小组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等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

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宣传病媒生物危害与预防控制知识的社会

宣传工作及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做好病媒生物综合管理工作经费的筹集及资

金拨付工作。

县卫健局：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事项及办公室的日常工

作；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和方案，负责开展病媒生物密度

和抗药性监测、技术指导和专业培训工作；负责督促宾馆、酒店

等公共场所完善防制设施的配备和日常管理工作的落实等职能

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爱卫办：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推动各部门及街道组织

广大群众对病媒生物孳生栖息地进行环境治理与改造。负责拟定

全县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相关文件、材料。组织抽调专业人员，对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综合协调做好病媒生物防制

达标后的巩固工作。组织开展病媒生物现状调查，掌握本地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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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生物孳生地地理分布、面积及类型（垃圾点、公厕、绿化场所、

农贸市场、轮胎堆放地、建筑工地等）。进一步建立健全病媒生

物综合管理工作组织机构和基层网络，完善工作制度。

县市监局：负责督促各类市场主办单位、食品加工、食品经

营单位和酿造等行业、饭店、中小餐饮业、食堂等餐饮服务单位、

农贸市场、副食店、批零售商点等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

县工信商务局：负责督促商场（超市）、废旧物品收购站（点）、

加油站及职能管辖、行业和直属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教体局：负责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及体育馆（场）开展病媒

生物防制综合管理工作，重点是学校内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食堂、

宿舍、厕所和垃圾收集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住建局：负责做好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县城主次干道绿

化带、下水道管网和公共绿地、公园、市政工程工地等病媒生物

综合管理工作。督促各物业小区和直属单位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

县综合执法局：负责做好县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公共绿地、

垃圾中转站、垃圾桶（箱）、垃圾运输工具、公厕、生活固体废

弃物填埋和处置场所的环卫基础设施、设备的病媒生物综合管理

工作，落实鼠、蚊、蝇、蟑螂孳生场所的治理和定期开展化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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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县运管局：负责督促汽车客运站和修理厂做好病媒生物综合

管理工作，监督、督促各客运站和修理厂做好病媒生物综合管理

工作和废旧轮胎等容易积水容器的清理工作，避免蚊的孳生，定

期组织开展化学防制工作，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

县水务局：负责对辖区内河流、湖泊、沟渠等进行专项调查，

了解和掌握鼠、蚊、蝇、蟑螂孳生分布情况，对病媒生物孳生场

所及栖息地进行环境治理，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

县文旅局：负责督促各类影剧院、歌舞厅、网吧、游戏机房、

图书馆、文化馆等，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

县农科局：负责打击违禁药物售卖的行为；负责做好生猪（家

禽）定点屠宰场所和种、养殖基地、场所及直属单位的病媒生物

综合防制工作和农田灭鼠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督促敬老院、殡仪馆等职能管辖单位的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

县林草局：负责林地灭鼠工作，对林地灭鼠工作要全面安排

部署，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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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负责查处除“四害”过程中导致的

环境污染行为。以督促解决垃圾性污染和污水性污染问题，推进

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治理，督促职能管辖行业和单位的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

景区管委会：负责普者黑旅游景区的病媒生物综合管理。

铁投公司：负责高铁站病媒生物综合管理工作。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认真做好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工作安排，健全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组织，落实

病媒生物防制经费，落实专（兼）职人员，抓好日常工作，并形

成长效机制。组织开展环境整治，清除卫生死角，治理“四害”

孳生栖息场所。坚持防制结合，配备三防（防鼠、防蝇、防尘）

设施，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与措施。

三、工作措施

（一）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结合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在开展化学防制工作前

各乡镇、社区、单位要集中组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大力清

除蚊、蝇孳生地。落实保洁制度，完善长效管理措施。

（二）时间安排。全县病媒生物化学防制工作必须同步开展，

统一化学防制工作的时间和步骤：

春季化学防制时间：2022年 3月 05日—15日为宣传动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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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药、筹粮、配制毒饵阶段；3月 16日至 25日为投放毒饵、喷

洒药物阶段；4月 1日至 7日为检查验收阶段，4月 15日上报工

作总结到县疾控中心。

秋季化学防制时间：2022年 7月 15日—25日为宣传动员及

筹药、筹粮、配制毒饵阶段；7月 26日至 8月 4日为投放毒饵、

喷洒药物阶段；8月 12日至 19日为检查验收阶段，8月 25日上

报工作总结到县疾控中心。

各乡(镇)、各单位在春季、秋季病媒生物化学防制工作结束

后收集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总结报送县疾控中心地病科（联系人：

余兴化，电话号码：18087676900，邮箱地址：934660132@qq.com），

由疾控中心汇总报送工作总结到县爱卫办（联系人：李启白，电

话号码：15769866104，邮箱地址：qbawb123@163.com）。

（三）药物使用。全县春秋两季灭鼠药物统一由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供给溴敌隆杀鼠剂和灭蚤药物，由各乡镇爱卫办组织卫

生院开展灭鼠、灭蚤工作，县级机关单位灭鼠药由爱卫办供给

0.005%溴敌隆蜡丸毒饵。春秋两季灭蚊、灭蝇、灭蟑工作由所在

区域爱卫办统一供给药物并组织各单位实施，化学药物严禁使用

国家禁令的急性药物，期间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确保群众畜禽不

受损害。

（四）应急处理。各乡（镇）在化学防制工作中，若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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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县爱卫办汇报，一旦发现疫情，县卫健局要

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鼠疫控制应急预案》《丘北

县鼠疫疫情处理预案》，及时开展处理工作。

四、相关要求

（一）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充分发挥报

刊、广播、电视等传媒的宣传作用，大力宣传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的重大意义，确保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引导和鼓励群众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和灭鼠、灭蚤活动，主动参与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中，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二）加大技术培训，抓好技术指导。按照“层层负责，分

级指导”的原则，县卫健局要抽调技术人员深入社区和各乡（镇）

加强技术指导（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各乡（镇）要保证每个

村民委有 1名乡级技术人员，每个村民小组有 1名化学防制工作

人员，逐级培训，分片包干，责任到户，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三）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措施到位。各乡（镇）在阶段性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结束后，要组织乡（镇）卫生院防疫组人员进

行自查自测。同时，县病媒生物防制联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联合相关部门对各（乡）镇病媒生物防制联防工作的组织管理、

经费投入、环境卫生治理、化学防制、鼠疫监测、应急准备及疫

情控制、健康教育等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对病媒生物防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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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落实好的乡（镇）进行表扬，对工作开展较差、四害孳生地整

治不力的乡（镇）进行通报批评。

（四）积极筹集资金，保障工作顺利推进。坚持“个人义务、

集体承担、分级负责、国家补助”及“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

多渠道解决。原则上各乡（镇）村民委、村小组的鼠粮统一按每

户筹集灭鼠粮（谷子或麦子）1.5公斤由农户自行筹集。特困户

由乡（镇）政府组织解决，药物分配后不足部份由各乡（镇）人

民政府自行筹集资金解决。

（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健全完善病媒生

物防制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队伍、技术力量和应急物资储备；积

极组织医务人员开展鼠疫等急性传染病诊断、报告、隔离以及治

疗等知识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诊治水平和生物安全意识；落实

首诊医师责任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病媒生物防制

突发疫情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加强疾控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和实

验室建设，引入快速检测技术和装备，提高鼠疫监测、防治能力，

确保鼠疫等突发疫情发生后能及时安全有序得到处置，保障春秋

两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1.2022年春秋季病媒生物防制联防技术指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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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春秋季全县灭鼠、灭蚤药物计划表

3.2022年春秋季城区灭蚊、蝇、蟑药物计划

4.环境治理工作技术要求

5.灭鼠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6.灭蚊、蝇、蟑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7.喷洒药物使用技术指导及注意事项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监委、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2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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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春秋季病媒生物防制联防技术指导组

乡镇名称 技术员 负责人
县卫健局

挂钩领导

社区 李源源 王正雄 谭伟

腻脚乡 曾世春 王正雄 谭伟

新店乡 陶优 王正雄 谭伟

八道哨乡 张廷嫚 高翔 谭伟

双龙营镇 余兴化 高翔 杨永康

温浏乡 马家发 高翔 杨永康

官寨乡 赵福 李嘉怀 杨永康

曰者镇 刘明 李嘉怀 雷启斌

舍得乡 吴自国 李嘉怀 雷启斌

锦屏镇 黄燕 梁龙玉 雷启斌

树皮乡 艾春来 梁龙玉 赵维

天星乡 陆凤斌 杨琴 赵维

平寨乡 张如功 杨琴 赵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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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全县春季灭鼠灭蚤药物计划表

单位 总户数

灭鼠 灭蚤

毒饵投放量（公斤） 20.5%溴敌隆母液（公斤） 户数 大功达（公斤）

锦屏镇（含常青、东

湖社区）
9180 13770 137.7 0 0

锦屏镇其他四个社区 3116 4674 46.74 0 0

天星乡 10765 16147.5 161.475 952 19.04

树皮乡 10910 16365 163.65 1233 24.66

新店乡 4891 7336.5 73.365 1045 20.9

腻脚乡 6692 10038 100.38 3920 78.4

双龙营镇 17593 26389.5 263.895 3426 68.52

单位 总户数 灭鼠 灭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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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总户数来源于 2020年统计年鉴。锦屏镇所含 6个社区的户数（因房屋建筑结构和人口密度），可以按照 3

户筹集 1.5公斤的粮食来开展灭鼠（6个社区方案上的数字已经除以 3）；安装毒饵站机关单位在爱卫办领取灭

鼠药物进行统一灭鼠工作，各乡镇的灭鼠药由各乡镇卫生院到疾控中心领取灭鼠原液，毒饵由各乡镇自行筹备

毒饵投放量（公斤） 20.5%溴敌隆母液（公斤） 户数 大功达（公斤）

八道哨乡 7913 11869.5 118.695 405 8.1

舍得乡 5524 8286 82.86 268 5.36

曰者镇 8986 13479 134.79 531 10.62

官寨乡 9483 14224.5 142.245 349 6.98

温浏乡 7232 10848 108.48 351 7.02

平寨乡 8221 12331.5 123.315 368 7.36

清水江 1828 2742 27.42 205 4.1

合计 112334 168501 1685.01 13053 2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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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春秋季城区灭蚊、蝇、蟑药物计划表

消杀对象 药物名称 消杀范围 制剂用药量 投药次数 使用数量 每年使用次数

蚊、蝇 20%残杀威 12.7平方公里 0.5克/平方米 2 6350公斤 每年开展两次消杀

活动。3月和 8月各

一次，避开雨水季节

防制效果更佳
蟑 20%残杀威 下水道、垃圾堆放点 1克/平方米 2 3000公斤

春秋两季

灭鼠

0.005%溴敌隆

蜡丸毒饵
3880个毒饵站 21克/每次 8 652公斤

3月开展春节灭鼠，7

—8月开展秋季灭鼠

备注：建城区的灭蚊、蝇、蟑化学药物由县爱卫办统一采购，各乡镇灭蚊、蝇、蟑化学药物由各乡镇爱卫办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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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环境治理工作技术要求

环境治理是通过环境改造、处理，来改善人类居住条件和

习惯，以防止、减少病媒生物孳生、繁殖，同时减少人类与媒

介的接触而避免其侵害，这是治本的措施。为提高丘北县病媒

生物预防控制技术水平，根据《国家卫生县城标准》和《国家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及检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特

制订本技术要求。

一、蝇类孳生地的环境治理措施

主要有基础卫生设施的修建，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特

殊行业废弃物的处理与利用，蝇类孳生物的清除等。根据蝇类

防治标准，简言之就是“室外（外环境）控制蝇蛆的孳生，室

内杀灭成蝇”。

（一）县城生活区垃圾

1.居民区垃圾：封堵垃圾通道；居民楼实行垃圾袋装化；

外置的垃圾桶（箱）必须加盖，放置垃圾桶的地面必须硬化，

并要求周边地面保持清洁卫生。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清理时

要彻底，不能留有淤积物。

2.垃圾转运站：在垃圾转运过程中，要密闭化运输，防止

垃圾洒漏，每次要将运输车辆上的垃圾清除干净。垃圾转运站

内要有完备的卫生设施和卫生管理制度，地面必须硬化，及时

清除淤泥残渣，防止蝇类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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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粪便类。人粪和禽畜粪便是城镇蝇类的重要孳生物，

妥善处置对控制蝇类总体密度有重要意义。

1.县城内要取缔旱厕。水冲式公厕要及时清扫冲刷，安装

防蝇设施（门帘、纱窗）。厕所周围地面≥1米处应硬化。力争

达到二类公厕标准。

2.禽畜粪便；在养花的容器或县城绿化带中禁止使用生肥；

对苗圃中的沤肥、粪堆要加强管理，必要时采取杀灭蝇幼虫、

蛹措施。

（三）特殊行业。结合各企业的具体情况，改善环境卫生

设施，厂区内要有完善、密闭的排污系统；下水道要有带盖的

沉淀池，定期清掏，保证畅通，杜绝蝇类孳生；垃圾和产生的

各类孳生物不得随意露天存放，必须存放在有防蝇设备的密闭

场所或容器中，做好厂区的地面硬化及完善防蝇设施；建立严

格的灭蝇、防蝇的管理、检查、监督制度。

1.食品加工行业：此类行业遍及城乡每个角落，是招引蝇

类及孳生蝇类的行业。搞好蝇类防制，对灭蝇工作至关重要。

重点为：处理好垃圾（包括食品制作间的下脚料、操作间垃圾

和生活垃圾）和注重防蝇设施的安装。设有加盖的垃圾桶和污

物桶，垃圾必须及时清运消纳，做到日产日清。

2.酿造业：孳生的主要场所有：发酵池和生产的下脚料即

酒糟、酱渣、豆渣等。有效治理措施为发酵：使整个生产过程

处于密闭系统中；下脚料贮存密闭化，可应用塑料薄膜覆盖，

使蝇不能接触下脚料，无法产卵孳生蝇类。对下脚料要及时清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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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贸市场：首先要对各经营的不同品种划行规市。活禽、

活鱼应集中加工保鲜出售或至少做到在农贸市场的一角统一宰

杀，集中处理毛、鳞、内脏等下脚料。对地沟、阴井、下水道

要定期清掏、冲洗，防止污水外溢及蝇类孳生。各摊位货物堆

放要规范，严禁堆放杂物，及时清理卫生，保持清洁。

4.餐饮店：清除餐馆周围外环境的生活垃圾；餐馆内部的

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做到密封容器收集，及时彻底清运。厨

房下水道要保持通畅，定期清掏。操作间、案板下、室内的角

落要随时打扫或清洗，清除杂物，保持清洁卫生。盛泔水的容

器要加盖密闭，不要外溢。

二、蚊虫孳生地的环境治理措施

（一）清除蚊虫孳生地。各种容器积水，是蚊虫主要的孳

生场所，如罐头盒、瓶子、轮胎、各类无用的缸和罐等应清除。

1.翻盆倒罐，将无用的容器翻转扣放，清除废弃器皿，如

破缸、空瓶、瓦盆、罐头瓶、一次性饭盒等积存水容器，以防

蚊虫产卵孳生。

2.加强废旧轮胎的管理，减少旧轮胎在露天的堆放。如果

使用废旧轮胎，可以在轮胎上打孔防止积雨水，就特别注意汽

车修理厂、废品回收站、儿童游乐园等地的废旧轮胎的处理。

3.在建筑工地应及时清除形成的凹槽积水。

4.有竹林的地区，应清除竹子砍伐后留下的竹桩，防止竹

筒积水孳生蚊虫。

（二）用泥土、石头等物堵塞或填充水坑、洼地、废弃水

塘和沟渠，防止积水孳生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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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室内存水容器的花瓶，水箱，腌菜坛等要勤换水，

勤检查，不给室内蚊虫孳生提供条件。

三、蟑螂孳生地的环境治理措施

（一）加强宣传，使民众了解蟑螂的危害，了解卫生状况

与蟑螂侵害程度的密切相关，与化学防制效果密切相关，与防

制效果的持久密切相关。

（二）减少蟑螂取食的源头，对过夜的食品应存放到冰箱

内或密闭保存收好动物的饮料，对散落和残存的食物、用过的

餐具、厨余、泔脚要及时清理。清除灶台上、桌面上、地面上

和柜橱里的污物，不留食物残屑。拧紧厨房、卫生间、洗涤间

等处的沙龙头，不滴水，周边无水迹，断绝蟑螂食物和水源。

（三）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及时处理垃圾、杂物、清扫卫

生死角，清除蟑迹。

（四）堵洞抹缝是环境防制中具有独特效果的方法，把墙

上的裂缝、孔洞、破损的瓷砖墙面及时用水泥、石灰或硅胶堵

嵌抹平；对柜橱桌台、不锈钢厨具内侧或背侧边角缝隙用水泥、

硅胶填补，能有效减少蟑螂躲藏的场所，降低蟑螂的侵害。

（五）对室内下水道口，尤其是水池下的地漏口、烹调间

的水沟口等部位用不锈钢网罩罩住，防止蟑螂从下水道进入。

（六）查找和搜捕蟑螂的卵鞘对杀灭蟑螂十分有效。结合

定期开展单位室内卫生清扫工作，仔细查找橱、柜、桌抽屉等

部位和更衣室、仓库、杂物间等场所的暗角，发现蟑螂卵鞘，

不论空、实，均要进行清扫并焚烧处理。

（七）认真检查外部带入的物品，特别是整包装食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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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纱门、纱窗，防止蟑螂由外爬入或随包裹物品带入室内。

四、鼠类防制的环境治理措施

（一）控制鼠类的食物来源。鼠类的食物来源包括人的食

物、宠物饮料、垃圾和粪便等特别是生活垃圾，量多、面广，

管理难度大，应大力推广生活垃圾袋装化，做到生活垃圾不落

地，贮运密闭化、处理无害化。

1.粮食应贮存在有防鼠功能的容器内，用木制容器就要采

取相应措施，如在木器的底、盖或角用铁皮包裹。

2.副食品、剩饭菜要放入冰箱或鼠类不容易攀登或咬坏的

橱柜。

3.适时做好垃圾、废弃物的存放和处理工作，垃圾和厨余

实行袋装化。日产日清。

4.对禽畜饲料粮食防鼠同等重要，对吃剩的饲料应严加管

理和妥善处理。

（二）完善基础卫生设施，整洁室内外环境，清除鼠类隐

藏的条件。开展健康教育，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消除鼠类

藏匿场所，使之无处隐藏。鼠类窜入室内，往往选择隐蔽、阴

暗、杂乱之处做窝。清除鼠类藏匿地需要堵塞墙壁洞隙。拆除

夹墙，整理好室内陈设，适当垫高橱柜、箱、桌等，使其离开

地面有一定高度，离墙有一定距离。对于废旧器具、纸箱、衣

物都应及时清理。定期清理建筑物周边的杂草，瓦砾和杂物，

消除鼠类藏匿场所。居民区应对住宅楼内公共部位（楼梯通道、

走廊、公用厨房和厕所）等处杂物彻底清理，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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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灭鼠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鼠防重点区域

12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及鼠间鼠疫疫点村寨按照 1户筹

集 1.5公斤毒饵进行灭鼠。县城建成区按照 3户筹集 1.5公斤

毒饵进行灭鼠。

（一）重点范围。包括县建成区、城乡结合部，乡镇所在

地，鼠密度高的村寨等。

（二）重点行业。包括宾馆、饭店、尤其是中小餐馆，食

品加工、生产、销售、储存场所，超市、建筑工地、农副产品

市场、酿造厂、屠宰场、医院、粮食仓库、市政、畜牧养殖、

废品回收等有关行业以及学校等。

（三）重点部位。包括建城区和农村居民区的外环境、垃

圾道、楼道、污水井、绿地花坛等，各类公共区域、闲置空地

及关停企业、河道、下水道、公园及公共绿地、垃圾转运站、

车站、高铁站等，各单位内部的外环境、仓库、食堂等。

二、室内外灭鼠范围和要求

（一）室内。曾经发生过鼠间鼠疫疫点的村寨春秋两季都

要开展灭鼠工作，灭鼠率达100%；其余村寨、公路沿线村寨及

乡（镇）政府所在地灭鼠率春秋两季覆盖室内85%、室外80%，

城区室内、外灭鼠率达100%，室内每15平方米投放1—2堆，室

外每5—10米投放1堆，每堆15—25克；第一次投药后间隔4－5

天检查补充消耗，完全吃光加倍补给，连续投放10天，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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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将剩余毒饵回收。

（二）室外。春秋两季灭鼠村寨的房前屋后周围200米范围

内的菜园、农田、空地等均要投放毒饵。采取一次性饱和投饵

法，每隔5米放一堆15-25克;第一次投药后间隔4－5天检查补充

消耗，完全吃光加倍补给，连续投放10天，为确保安全可将剩

余毒饵回收。

（三）投药要求。要指定专人负责毒饵投放工作，并按照

“五统一”（即统一领导、同一时间、统一标准、统一药物、

统一方法）、“三饱和”（“空间”饱和，投药时要全面投放，

覆盖面要广，不遗漏任何地点，减少没有投放灭鼠药的“盲区”。

“时间”饱和，连续几天投药。“药量”饱和，直到投放的毒

饵不再消耗为止）、“五不漏”（不漏一条街巷，不漏单位、

不漏户、不漏房间、不漏一处环境）的要求投放灭鼠毒饵。

（四）“灭鼠”标准。鼠密度要求控制在 3％以下，有鼠洞、

鼠粪、鼠咬痕迹房间处不超过 5％；重点单位包括农贸市场、旅

店、宾馆、饮食店、副食品店、食品加工厂、酿造厂、屠宰厂、

粮库、医院、长途汽车站等，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 7％；不

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 2000米，鼠迹不超过 5处。

三、灭蚤重点村寨

主要在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灭蚤，同时重点包

括老疫区（腻脚乡：腻革龙、法克、小坝心、大狮洞、城子山、

十字卡、麦地冲、鲁苦地、地白新寨、地白老寨、西里古、法

克新寨、法克老寨、大红地、新店 15个村寨；新店乡：小塘子、

小新寨、白石岩、嘎勒、偏坡寨、大新寨、火山 7个村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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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营镇：普者黑、大营 2个村寨；树皮乡：白色姑、白色姑新

街 2个村寨）共 26个村寨，老疫区春秋两季灭蚤率达 100%，其

他地区根据蚤指数监测结果进行实时灭蚤，地面游离蚤印鼠客

蚤指数控制在 0.01以内。

四、操作方式

灭鼠：要求灭鼠村寨做到屋内、屋外“三饱和”（即时间、

空间、药量），并收集毒死鼠用石炭酸消毒深埋。

灭蚤：对按方案要求开展灭蚤村寨进行喷洒工作，重点是

居民区室内外墙脚、鼠洞、鼠道、禽畜圈等蚤类孳生场所。

五、化学防制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灭鼠前要求各家各户要搞好环境卫生。收藏保管好粮食，

禽畜饲料及食品，断绝鼠粮，提高毒饵的适口性。投药期间要

关好家禽家畜，防止直接取食中毒死亡，同时减少毒饵的损耗。

若有禽畜中毒死亡，应将其深埋，禁止食用。一旦发生人误食

中毒，要立即送医院抢救，抗凝血灭鼠剂的特效解毒剂为维生

素 K1。要注意自身防护，死鼠不能直接用手捡，用工具捡取后，

深埋或焚烧。为保证老鼠适口性及药效，雨季投放毒饵应尽量

做到防雨防霉变质。该药剂有毒，需严格管理，配制过程需远

离水源。

六、灭蚤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一）配制药液或粉剂要严格按使用浓度操作，确保质量。

（二）使用的喷雾器必须选择质量好，雾滴直径小，使用

方便的喷雾器，保证灭蚤效果。

（三）配制药水和参加喷洒的人员，要戴口罩，穿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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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靴子，喷洒中不要吸烟、吃零食；喷洒完后，用肥皂洗手、

洗脸、换洗衣服。

（四）喷洒液配制时要远离水源，该药剂可造成人、畜、

禽、鱼等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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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灭蚊、蝇、蟑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按照《丘北县创建省级病媒生物防制先进县城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环境治理工作技术要求》集中组织开展一次环境卫生整

治行动，大力清除蚊、蝇、蟑孳生地。落实保洁制度，完善长

效管理措施。

一、蚊、蝇、蟑防制重点区域

（一）蚊类重点区域。建城区和农村居民区各种积水容器

（花瓶、水箱、腌菜坛）；汽车修理厂、废品回收站、幼儿园废

旧轮胎；建筑工地凹槽积水、竹林的地区砍伐后竹筒积水；路

面水坑、洼地、废弃水塘和沟渠。

（二）蝇类防制重点区域。建城区和农村居民区垃圾，垃

圾转运站；人粪和禽畜粪便；食品加工行业；酿造业；农贸市

场；餐饮店生活垃圾和厨余垃圾；

（三）蟑螂防制重点区域。建城区和农村居民区橱、柜、

桌抽屉等部位和更衣室、仓库、杂物间等场所的暗角；餐饮店

厨房、卫生间、洗涤间、餐具、柜橱、灶台上、桌面、地面及

阴暗潮湿的角落。

二、灭蚊、蝇要求

对建城区和农村居民生活区垃圾、粪便、单位、车棚、地

下室、下水道、各类管道、垃圾站、公共绿地，用 20%残杀威进

行滞留喷洒；无人区、密闭好的场所可用灭蟑烟炮杀灭成蝇。

建筑工地的积水、下水道、窨井等无法排除水体定期投放灭蚊



— 27 —

蚴缓释剂，建立灭蚊防护带。

三、灭蟑要求

对居民区和餐饮店厨房灶台上、地面上、卫生间、洗涤间

用 20%残杀威进行滞留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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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喷洒药物使用技术指导及注意事项

一、药物的配制：用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4消

毒液配比计算公式来按照 9/万浓度配比进行滞留喷洒（根据抗

药性监测的报告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

二、喷洒前一定要进行公告，悬挂警示牌。

三、配制和喷洒过程中，一定要按规程操作，不要随意与

高、剧毒药物混配，以免增加毒性。

四、加强个人防护，在喷洒时应穿戴长裤、长褂、手套、

口罩等，防止因天热而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使得药物易渗入，喷

洒药后要及时脱去衣裤，并及时洗手、洗澡，用肥皂水洗全身，

但切忌用热水，以免药物经皮肤吸收而引起中毒。

五、注意风向变化，不能逆风，应顺风喷洒，防止呼吸加

快而呼入药物的危险。

六、在喷洒时，一旦出现头晕眼花、心率加快、恶心呕吐、

视物模糊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停止喷药，及时到正规医院对

症治疗，以免发生意外。

七、领取药品的日常保管要专人专管。

八、喷洒药物时，应注意不能对着食物、人、动物进行喷

洒，以免造成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