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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浙江省义乌市地区历史鼠疫疫源地宿主%媒介种群构成和密度调查!为制定鼠疫预防控制措

施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夜笼法捕鼠!对鼠及蚤类进行鉴定和分析) 结果:!""%G!"## 年共捕获鼠形动物 $%!K

只!啮齿目 ! 科 % 属 ## 种!食虫目 # 科 # 属 # 种) 家栖鼠类主要为褐家鼠%黄胸鼠*野鼠类主要为黑腹绒鼠%黑线姬

鼠) 鼠密度为 "79H\!其中室内为 #7"#\!室外为 "79$\) 染蚤鼠种主要为白腹巨鼠%小家鼠%褐家鼠和黄胸鼠)

鼠体蚤以缓慢细蚤为优势种!占 9%7$K\) 鼠体染蚤率为 "7H!\!总蚤指数为 "7"#9) 结论:褐家鼠和黑腹绒鼠是

义乌市历史鼠疫疫源地室内%外的优势鼠种) 宿主动物和媒介种群密度低!尚未发现印鼠客蚤!应继续开展鼠疫监

测!及时发现异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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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东%南%北三面群山环

抱!境内有中低山%丘陵%岗地%平原!土壤类型多

样!光热资源丰富) 义乌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

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 #% d左右!年平均

降水量为 ##"" ]#8"" @@) 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啮齿

类动物和蚤类媒介的生长繁殖) 义乌市的鼠疫流

行始于 #9I# 年!终于 #9II 年!为时 I 年!属于输入

型继发鼠疫自然疫源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

府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控制措施!及时控制了鼠间

和人间鼠疫的发生) 由于近年来!新的疫源地不断

被发现!疫源地面积不断扩大!因此!对义乌市这样

的历史疫区!系统掌握当地的宿主动物%媒介种群

的构成和密度变化等基础性资料!及时发现动物间

的异常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W材料与方法

#7#:调查地点:义乌市鼠疫历史疫源地大陈镇的

楂林!稠江街道的江湾以及城西街道的东河)

#7!:调查时间:!""%G!"## 年按照.浙江省鼠疫监

测实施方案/中一类监测单位的要求!于每年 $ G##

月!每月开展 # 次监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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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宿主动物调查:室外#野外$采用 K @笼线

法!按照间距 K @!行距 K" @布放法!每月连续布放

$ Q!每天
$

#"" 笼次!晚放晨收*室内选择有代表性

的居民户 !" 户!每户室内布放 K 个笼次!每月连续

布放 $ Q!每天 #"" 笼次!晚放晨收) 将室内外所捕

获的鼠类进行清点%分类%鉴定%登记%计算鼠密度

和宿主种群与分布)

#7I:媒介调查:鼠体染蚤率和蚤指数&对捕获的活

鼠单只装袋!送回实验室用乙醚麻醉检获鼠体蚤!对蚤

进行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室内地面游离

蚤指数&采用'五张法(每次布放粘蚤纸 #K"张!每室 K

张!晚放晨收!分类%鉴定!计算游离蚤指数)

#7K:统计学分析:采用 (E(( #%7" 数据分析软件

进行统计处理)

:W结果

!7#:鼠密度:!""% G!"## 年共布放鼠笼 %$ """

只!捕鼠 %#$ 只!总鼠密度为 "79H\) 其中室内共

布放鼠笼 I" K"" 只!捕鼠 I#" 只!鼠密度为 #7"#\!

黄胸鼠密度为 "7!!\*室外共布放鼠笼$! K""只!捕

获老鼠 $"$ 只!鼠密度为 "79$\) 见表 #) 各年室

内%室外鼠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室内
!

!

oH7#"!

"k"7"K*室外
!

!

o$7!K!"k"7"K$) 各监测点室内

鼠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oI7"K!"k"7"K$)

楂林监测点与东河监测点室外鼠密度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o#9%7"9!"_"7"K$)

!7!:宿主动物种群构成 :!""%G!"## 年历史疫源

地共捕获鼠形动物 $%!K只) 分属啮齿目 !科 %属 ##

种!食虫目 #科 #属 #种) 主要鼠形动物为黑腹绒鼠

#$%78#\$%褐家鼠#!#7HH\$%黑线姬鼠##H788\$

表 ,W:--07:-,, 年义乌市室内%室外鼠密度测定

Y<$>F,WR<=CF654=4F546K&E5F<6C46?4F>C46 4̂!E!:--07:-,,

年份

室内

布笼数

#只$

捕获数

#只$

鼠密度

#\$

室外

布笼数

#只$

捕获数

#只$

鼠密度

#\$

!""% H #"" %9 "79H 8 K"" KI "7H$

!""H H #"" HI #7"I 8 K"" 8! "79K

!""9 H #"" 99 #7!! 8 K"" 88 #7"!

!"#" H #"" %H "798 8 K"" K% "7HH

!"## H #"" %" "7H8 8 K"" 8I "79H

合计 I" K"" I#" #7"# $! K"" $"$ "79$

和黄胸鼠###7%9\$!各年捕获的家鼠鼠疫主要宿

主黄胸鼠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o!"7I9!

"_"7"K$) 见表 !) 家栖#室内$鼠形动物主要有

褐家鼠%黄胸鼠和臭闙?!分别占室内捕获总数的

KK788\ # %98[#I$" $% $"7""\ # I!9[#I$" $ 和

#"7"%\##II[#I$"$*野栖#室外$鼠形动物主要有

黑腹绒鼠%黑线姬鼠和针毛鼠!分别占室外捕获总

数的 8#7""\##I""[!!9K$%$"7#K\#89![!!9K$和

K7I"\##!I[!!9K$)

!7$:鼠体染蚤率&蚤指数和蚤种分类:!""%G!"##

年共梳检鼠形动物 $I#! 只!染蚤鼠种 !H 只!捕获鼠

体蚤 8I 匹!染蚤率为 "7H!\!总蚤指数为 "7"#9!见

表 $) !""%G!"## 年的鼠类染蚤率分别为 !7!"\%

#7#"\%"7I9\%"7!%\和 "7""\*总蚤指数分别为

"7"%!%"7"##%"7""K%"7""K 和 "7""") 鼠体蚤分属 $

科 $ 属 $ 种!以缓慢细蚤为主!占 9%7$K\#8"[8I$%

猫栉首蚤和不等单蚤少见) 鼠种染蚤率最高为白

腹巨鼠#染蚤率为 $$7$$\!总蚤指数为 !7#$$$%其

他依次为小家鼠%褐家鼠%黄胸鼠%针毛鼠%臭闙?%

黑线姬鼠%黑腹绒鼠) 见表 $)

表 :W:--07:-,, 年义乌市历史鼠疫疫源地鼠种构成
Y<$>F:WI'&O&'=4&6&?'<=546O'FM4&E56<=E'<>?&%E5&?O><(EF46 4̂!E!:--07:-,,

鼠种

!""% 年

只数
构成比

#\$

!""H 年

只数
构成比

#\$

!""9 年

只数
构成比

#\$

!"#" 年

只数
构成比

#\$

!"## 年

只数
构成比

#\$

合计

只数
构成比

#\$

黑腹绒鼠 !8I $#7#$ !I" $87IH !!K $K788 $%! IK79H $"" $H7K# #I"# $%78#

褐家鼠 !$# !%7!I #8H !K7K$ #"K #878I #$H #%7"8 #%$ !!7!# H#K !#7HH

黑线姬鼠 #8! #97#" 9" #$78H #H" !H7K$ #$H #%7"8 #!K #87"K 89K #H788

黄胸鼠 9% ##7II K8 H7K# 8! 97H! #"$ #!7%$ #!# #K7K$ I$9 ##7%9

臭闙? I% K7KI $% K78! !K $798 #! #7I9 !9 $7%! #K" I7"$

针毛鼠 !K !79K I# 87!$ !I $7H" !K $7"9 9 #7#K #!I $7$$

小家鼠 ## #7$" #H !7%I 8 "79K ## #7$8 #$ #78% K9 #7KH

白腹巨鼠 8 "7%# $ "7I8 # "7#8 $ "7$% ! "7!8 #K "7I"

黄毛鼠 " "7"" ! "7$" " "7"" ! "7!K 8 "7%% #" "7!%

社鼠 ! "7!$ ! "7$" " "7"" # "7#! # "7#$ 8 "7#8

巢鼠 # "7#! " "7"" # "7#8 I "7I9 " "7"" 8 "7#8

东方田鼠 ! "7!I # "7#K ! "7$! " "7"" " "7"" K "7#$

:合计 HIH #""7"" 8KH #""7"" 8$# #""7"" H"9 #""7"" %%9 #""7"" $%!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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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07:-,, 年义乌市鼠间染蚤情况

Y<$>F/WG>F< %<''H46( 5=<=E546'<=546 4̂!E!:--07:-,,

鼠种 检鼠数 染蚤鼠数 染蚤率#\$ 获蚤数 总蚤指数
蚤种分类

缓慢细蚤 猫栉首蚤 不等单蚤

黑腹绒鼠 #!$$ $ "7!I I "7""$ $ " #

黑线姬鼠 8II ! "7$# $ "7""K ! # "

褐家鼠 %%" 9 #7#% #8 "7"!# #K # "

黄胸鼠 I!9 K #7#% K "7"#! I " #

针毛鼠 ##9 # "7HI # "7""H # " "

社鼠 8 " "7"" " "7""" " " "

小家鼠 I% ! I7!8 ! "7"I$ ! " "

臭闙? #!$ # "7H# # "7""H # " "

白腹巨鼠 #K K $$7$$ $! !7#$$ $! " "

东方田鼠 $ " "7"" " "7""" " " "

巢鼠 K " "7"" " "7""" " " "

黄毛鼠 #H " "7"" " "7""" " " "

合计 $I#! !H "7H! 8I "7"#9 8" ! !

!7I:室内游离蚤指数 :!""%G!"## 年在居民区民

房进行室内游离蚤调查!室内每点#次$布放粘蚤纸

#K" 张!共布放 #! #K" 张!均未捕获蚤匹!游离蚤指

数为 "7""")

/W讨论

通过调查发现!义乌市历史鼠疫疫源地宿主动物

分属于啮齿目 !科 %属 ## 种!食虫目 # 科 # 属 # 种)

主要鼠形动物为黑腹绒鼠%褐家鼠%黑线姬鼠和黄胸

鼠) 家栖#室内$鼠类主要有褐家鼠%黄胸鼠!野栖

#室外$鼠类主要有黑腹绒鼠%黑线姬鼠) 与相邻东

阳市历史鼠疫疫源地鼠类种群构成基本一致+#,

)

在家鼠型鼠疫的流行中!印鼠客蚤指数具有重

要意义) 本次调查共检获鼠体蚤 8I 匹!分属 $ 科 $

属 $ 种) 鼠体蚤种类比较单一!缓慢细蚤为优势蚤

种!猫栉首蚤和不等单蚤等少见!未发现印鼠客蚤)

鼠种染蚤率最高为白腹巨鼠!与东阳市监测结果相

似+#,

) 鼠体染蚤率和总蚤指数监测!!""% 年最高!

分别为 !7!"\和 "7"%!!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室内游

离蚤指数均为 ")

有研究认为!家鼠鼠疫自然疫源地黄胸鼠鼠体

印鼠客蚤指数 k# 与室内黄胸鼠密度超过 K\#笼

捕法$%黄胸鼠和印鼠客蚤在鼠蚤组成超过 %"\!$

项指标同时存在时!是鼠间鼠疫流行的前兆+!,

) 当

前义乌市历史鼠疫疫源地各年间室内%室外鼠密度

和各监测点室内鼠密度基本保持稳定!宿主动物和

媒介种群的密度均处于较低水平!黄胸鼠密度和印

鼠客蚤指数均明显低于XN#K99! G#99K.鼠疫控制

及其考核原则与方法/中的控制标准!说明再次发

生鼠间鼠疫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气候要素如年均气温%年降雨量等对宿主鼠类和

媒介的分布%种群密度有重要的影响) 东南沿海为我

国主要的家栖鼠类鼠疫流行区!宿主动物和媒介昆虫

全年生长繁殖!有利于鼠间鼠疫的发生+$,

) 调查结果

表明!!""%G!"## 年各年间该地区鼠密度%鼠体染蚤

率和蚤指数一直处于较稳定的低水平) 分析认为!这

与义乌市近些年来卓有成效地开展春秋两季灭鼠%灭

蚤工作!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等改变了鼠类及媒介栖息

繁衍的生态环境有关) 当然!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改

变!促使野栖和家栖鼠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相互迁

徙!这也会使生物群链发生新的改变) 一旦具备相应

的条件!仍有发生疫源地鼠疫复燃的可能) 因此!一

方面应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和巩固春秋两季

灭鼠%灭蚤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另一方面应

继续开展鼠间鼠疫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异常动态!做

好预防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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