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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城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城镇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架构与任务、管理程序和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的病媒生物综合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3795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

GB/T23796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23797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GB/T23798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病媒生物 vector

媒介生物

能通过生物或机械方式将病原生物从传染源或环境 向人类传播的生物。主要包括节肢动物中的

蚊、蝇、蜚蠊、蚤、蜱、螨、虱、蠓、蚋等 ,及啮齿动物的鼠类 。

3.2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 “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

根据病媒生物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应用在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适宜

技术 ,配合适当的政策与法规以及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建立各部门及各层次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 ,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把病媒生物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3.3

抗药性 resistance

病媒生物通过遗传特性的筛选或基因突变 ,获得对原本致死剂量的杀虫剂处理后仍可生存的能力。

3.4

防蚊设施 mosquitoˉpr∞ f Faci【 ities

预防蚊虫进人人群居住或活动的环境 ,以 及防止蚊虫孳生繁殖和避免人被叮咬、骚扰的装置。

3.5

防鼠设施 mden←prcx,f structure cDr faciⅡ ities

预防外环境或下水道的鼠类进人人群居住或活动的环境而建设的建筑物或防护装置。

3.6

防蝇设施 Ⅱy-pr∞ f hciⅡ ities

能够阻挡蝇类进人室内或接触食物的设施 ,如纱门、纱窗、风幕机、门帘、纱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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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应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工作原

则 ,将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纳人社会发展规划 ,以 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为基础进行病媒生物防制 ,

达到可持续、环境安全、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目的。

5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组织架构与任务

5.1 组织管理架构

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 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5.2 主要任务

5.2.1 病媒生物综合 施的落实 ;制定工作

计划、部门间的组织

5.2.2 病媒生物 方案制定、相关健

康教育和宣传教育

5.2.3 城镇建设

孳生地整治 ;负 责

规划治理、大型

鼠防蚊设施建

设 ,建筑物管线

5.2.4 财政预

5.2.5 市政管

督 。

和下水道系统

防鼠防蚊设施维

5.2.6 园林管理

5.2.7 宣传机构 媒体宣传病媒生

物危害与预防控制

5.2.8 教育机构负

5.2.9 工商管理机构

5.2.10 食品生产监督

管理。

督和经常性卫生监督

5.2。 l1 各单位、住户、业主

5.2.12 病媒生物 (有 害生物 ) 环境卫生管理协会协助政府

组织管理或评估病媒生物控制效果 , 进行监控、评估 ,为 政府主管部门

在本行业的决策提供依据 ;组织开展职业培 普及病媒生物防制知识。utˉ Io=L HJ'、 /rL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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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病媒生物防制公司、清洁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参与政府组织的对公共场所病媒生物控制服务

工作 ,为单位企业或住户物业提供病媒生物防制服务。

6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程序

6.1 计划

6.1.1 确定主耍控制对象

按照 GB/T23795、 GB/T23796、 GB/T23797、 GB/T23798对 病媒生物进行监测 ,掌握病媒生物的

2

η
型
硼
讯

使用的药物和器

录 A),成立病媒生

生基础设

防鼠设施

机构负责

责市政卫

,负 责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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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

处理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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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食品生产与加工环境病媒生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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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分布、优势种等 ;分析密度消长与气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针对本地区危害最严重

的病媒生物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卫生发展目标确定主要控制对象。

6.1.2 控制对象的现状分析

掌握控制对象传播疾病的现状与流行特征、侵害状况和密度、孳生地与重要栖息场所分布 ;调查、掌

握控制对象的抗药性状况 ;了 解居民对病媒生物危害、生态特点及预防控制的知识、态度和参与度 ;建立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基础资料。

6.1.3 综合管理范围和控制目标

根据本地区疾病预防控 侵害的反映意见 ,结合当地地理

条件、行政区域和经济发

6.1.4 成立领导小

领导小组由组 的组织领导工作。技

术指导小组由技 指导工作。

6.1.5 制定方

制定病媒

案等。

检查方案、评估方

根据部门的任务 ,根据计划

制定本部门的

6.1.6 试点

在全面铺 初步评估论证计划

的科学性和可行

6.1.7 评估计划

根据试点结果 ,

6.2 实施

6.2.1 宣传培训

根据城镇的统一部署 ,组织各个 训和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分类

指导和培训。城镇宣传机构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宣传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有关内容。

6.2.2 执行

按照实施方案和本部门的任务 ,给予必要的人力、经费、物资保障 ,专人负责管理 ,建立 目标责任管

理机制 ,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各项工作。

6.2.3 检查

各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 ,组织对工作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城镇病媒生物

管理领导小组组织监督检查。

媒生物综合管理范

、行业部门

薄弱环节或存在缺陷进行整改 ,完善

导小组

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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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交流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小组及时了解城镇病媒生物控制中建立起来的有效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组

织进行技术研讨和交流 ,及时推广经验和解决存在问题等。

6.2.5 记录

城镇病媒生物综合管理过程中应记录以下内容 :

o 城镇病媒生物调查资料、监测资料、孳生环境分布等 ;

b) 综合管理组织架构和职责 ,管理过程的有关活动 ;

⊙ 计划及实施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 ;

Φ 监督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以及监督效果 ;

o 城镇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效果评估过程和结果。

6.3 监督

6.3.1 各职能部门建立监督检查的机制 ,有专人负责管理 ,对监督管理人员进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业

务技术培训 。

6.3.2 监督计划的落实情况、机制的运行情况、技术措施的实施情况、控制效果。

6.4 评价

6.4.1 评价的项 目包括 :综合管理计划的可行性评估、过程评价、效果评价。

6.4.2 项 目的内容包括 :组织领导、协调合作机制、人员经费和办公条件保障、计划可行性、措施落实情

况、资料完整性、法规执行效果、宣传发动工作、环境治理、化学控制措施、物理控制措施、生物控制措施、

病媒生物侵害情况、密度控制效果、病媒传染病控制效果、存在问题与经验等。

6.4.3 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病媒生物侵害率、孳生阳性率、密度下降率、环境治理措施到位率、防鼠设施

合格率、防蝇设施合格率、服务对象满意度、病媒传染病变化等。

7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方法

7.1 法规防制

7.1.1 依法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内外环境卫生、病媒生物侵害与孳生环境进行监督。

7.1.2 依法对地方开展预防传染病的卫生健康教育 ,对 消除鼠害和蚊、蝇等病媒生物以及其传染病进

行监督。

7.1.3 依法对建设项 目、市政设施预防病媒生物侵害设施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

7.1.4 依法对卫生杀虫杀鼠药的安全、有效、科学合理使用进行监督 。

7.1.5 依法对城镇范围内建筑物、市政公共设施病媒生物孳生地进行检查监督。

7.2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7.2.1 策略

7.2.1.1 卫生、教育、农业、建设 、广播电视、科技等各职能部门要共同参与 ,开展各 自职责范围内的健

康教育工作。

7.2.1.2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加强对全社会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

7.2.1.3 应与大众传媒开展广泛合作 ,运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大力开展防制知识 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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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7.2.1.4 通过健康教育网络体系以及设计制作相应的宣传材料 ,对各种人群有序地进行宣传教育。

7.2.2 重点内容

7.2.2.1 法律法规中相关病媒传染病内容。

7.2.2.2 病媒生物孳生、栖息环境 ,病媒生物的危害。

7.2.2.3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技术。

7.2.2.4 倡导建立健康、卫生文明的生活方式 ,做好卫生防护 ,减少病原体一病媒生物—人的接触。

7.2.3 主要形式

7.2.3.1 开设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专栏、专版及电视专题讲座 ,农村还可利用有线广播网进行宣传

教育。

7.2.3.2 制作宣传折页、传单、海报、招贴画等各种宣传品 ,利用一切渠道进行发放 ,宣传到人。

7.2.3.3 利用机关、企事业单位 ,街道及窗口单位的宣传栏、科普画栏、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7.2.3.4 开通热线咨询电话为社会人群答疑。

7.2.3.5 在医院、学校等重点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与培训活动。

7.3 环境治理

7.3.1 环境改造

7.3.1.1 封

封盖水缸、水池等盛水容器 ,覆盖污水沟 ,水封下水道人水口或安装防蚊防鼠装置 ,密封垃圾容器、

粪池 ,封抹缝隙。

7.3.1.2 清

清除垃圾 ,日 产 日清。逐步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达到资源利用和垃圾减量化。

7.3.1.3填

填平洼坑、废弃的水塘、水沟、竹洞、树洞和石穴等。

7.3.1.4疏

疏通沟渠、疏理岸边淤泥和杂草。

7.3.1.5 爿0

排清积水。

7.3.2 环境处理

7.3.2.1 水生和陆生植被控制

控制江、河水生植被和岸边杂草 ,减少蚊虫孳生。

7.3.2.2 河道水闸冲刷

每周定期开水闸冲刷河道 ,清除蚊虫孳生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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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家庭水缸与养花容器定期清洗

每 5d~7d清洗水缸和花瓶。

7.3.2.4 垃圾收运系统密闭化管理

垃圾密闭收集、转运 ,预防病媒生物孳生。

7.3.2.5 家禽和家畜饲养环境的定期清洗

每天清洗 ,保持整洁 ,预 防病媒生物孳生。

7.3.3 预防病媒生物侵入的设施建设

为预防鼠类或蚊虫侵人室内造成危害或骚扰 ,应在鼠类或蚊虫侵人途径中选择适当的场所安装防

鼠设施或防蚊设施。

为预防蝇类污染食物或对人的干扰 ,应在蝇类侵入途径中选择适当的场所安装防蝇设施。

7.4 物理防制

7.4.1 基本要求

7.4.1.1 基于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的病媒生物防制原则。

7.4.1.2 以安全、有效、环境友好和使用方便为原则。

7.4.1.3 是食品生产和家庭环境防制病媒生物的首选方法。

7.4.1.4 物理防制所用的器械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 ,且该说明书所提及的功能及安全性应通过

具有相应资质的省级检测机构验证。

7.4.2 主要方法

7.4.2.1 f0打

相对封闭环境内杀灭病媒生物个体的方法。

7.4.2.2 粘捕

食品生产环境、家庭、办公环境内杀灭鼠类、家蝇、蜚埭等病媒生物的首选方法。

7,4.2.3 光电诱杀

相对封闭环境内杀灭蚊蝇等病媒生物的方法。

7.4.2.4 诱捕

相对封闭环境内且病媒生物密度较低时的防制手段。

7.5 生物防制

7.5.1 基本要求

7.5.1。 l 基于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为基础的病媒生物防制原则。

7.5.1.2 以安全、有效、环境友好和使用方便为原则。

7.5.1.3 以病媒生物抗药性调查为基础 ,与 防制对象的孳生栖息环境相适应 ,选择适合生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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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4 一般是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的首选方法。

7.5.2 主要方法

7.5.2.l 自然天敌

食蚊鱼类、家鱼、剑水蚤等杀灭蚊虫 ;鹰 、蛇等外环境杀鼠。

7.5.2.2 细菌性杀虫剂

最主要的是球形芽胞杆菌和苏云金杆菌以色列变种杀灭蚊虫。

7.5.2.3 病毒性杀虫剂

主要是防制蜚蠊的毒饵。

7.6 化学防制

7.6.1 基本要求

7.6.1.1 基于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为基础的病媒生物防制原则。

7.6.1.2 以安全、高效、经济、环境友好和使用方便为原则。

7.6.1.3 以病媒生物对杀虫杀鼠药剂的敏感性和抗药性调查为基础 ,科学选择化学药物与施药方法。

7.6.1.4 是快速防控病媒生物、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的首选方法。

7.6.1.5 所用的杀虫杀鼠药剂应具有国家规定的有效证件 ,并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 ,该说明

书所提及的功能应通过具有相应资质的省级检测机构验证。

7.6.2 卫生杀虫杀鼠剂

7.6.2.1 卫生杀虫剂

有机氯类、有机磷类 、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昆虫生长调节剂类、有机氟类、新烟碱类和吡唑

类杀虫剂等。

7.6.2.2 杀鼠剂

主要是抗凝血类 ,包括敌鼠、敌鼠钠盐、杀鼠灵、克鼠灵、敌鼠灵、氯杀鼠灵、溴鼠灵、氯鼠灵、鼠得克、

溴敌隆、氯鼠酮、杀鼠醚、溴鼠灵和氟鼠灵。

7.6.3 施药方式

包括空间喷雾、滞留喷洒、投放毒饵、撒布粉剂和烟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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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组织框架图

图 A。 1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的组织框架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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