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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开展鼠疫疫源地调查!为三峡库区鼠疫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笼夜法捕鼠!对捕获鼠类及检获蚤类进行

鉴定'计算鼠带蚤率和蚤指数$结果
!

共捕获鼠
*C@

只!鼠密度为
@?*BY

!其中室外鼠密度"

D?C0Y

#高于室内鼠密度"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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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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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获蚤
BBC

匹!鼠染蚤率为
BC?@,Y

!总蚤指数为
*?%$

$结论
!

三峡库区丰都县段未发现鼠疫疫情!黄胸

鼠为主要鼠种!其携带蚤种主要为缓慢细蚤!且染蚤率及蚤指数较高!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鼠疫'鼠科'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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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的鼠疫防治备受各界人士关注#并被纳入国家鼠

疫防治工作中#得到中央补助和地方公共卫生专题项目资金的

资助&同时也得到重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纳入市科委地方

病重大专项课题进行研究)为更好地开展鼠疫防治监测工作#

本研究依据国家+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方案,和+重庆市三峡库

区鼠疫疫源地调查实施方案,#从
+,,C

年开始每年在三峡库区

重庆段进行调查'

*)$

(

#现将调查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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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C?C

!

疫源地的选择
!

重庆市三峡库区丰都县域内沿江乡镇中

选择
B

个乡镇#每个乡镇在距水库淹没线
*M>

以内#根据不同

生境$林地*庄稼地%选择
+

个村为调查点进行调查#共
D

个调

查点)

C?D

!

捕鼠方法
!

采用笼夜法#用卤肉作诱饵)室外布放
+,,%

个鼠笼#室内布放
*%C%

个鼠笼#连续布放
B

晚'

@)%

(

)

C?E

!

鼠蚤的检测

C?E?C

!

鼠体蚤指数
!

将捕获的鼠单只装袋用乙醚麻醉#梳检

鼠体蚤#放入盛有
%@Y

的乙醇或无菌生理盐水的透明玻璃瓶#

待计数分类鉴定#同时计算鼠体染蚤指数)

C?E?D

!

地面游离蚤指数
!

每个监测点选择
*,,

间房#每间房

的
$

个角及中央各布放
*

张粘蚤纸#共
@,,

张#晚放晨收#对粘

捕的蚤进行计数分类鉴定#计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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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B?,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

析#采用
'

+ 检验分析室内外鼠密度*染蚤率#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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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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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鼠密度及种群构成情况及室内*外鼠蚤种类及数量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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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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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镇 名山镇 湛普镇 小计

室外

兴义镇 名山镇 湛普镇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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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密度及种群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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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

兴义镇 名山镇 湛普镇 小计

室外

兴义镇 名山镇 湛普镇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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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鼠蚤数量及鼠蚤指数比较

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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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捕获
0

种鼠中#蚤的主要宿主为黄胸鼠&次要

宿主为褐家鼠*黄毛鼠*社鼠*小家鼠*黑线姬鼠&偶然宿主为四

川短尾鼠)捕获的
$

种鼠蚤中自然染疫蚤有不等单蚤*印鼠客

蚤和缓慢细蚤'

0)*,

(

)

黄胸鼠和印鼠客蚤是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主要宿主和媒

介生物#黄胸鼠体染蚤率及黄胸鼠体印鼠客蚤指数是反映家鼠

鼠疫发生和流行的重要指标'

**)*+

(

)据研究认为#在当地鼠*蚤

群落中#黄胸鼠和印鼠客蚤的数量构成比占
%,Y

以上#室内黄

胸鼠密度达
@Y

以上和黄胸鼠体印鼠客蚤指数大于
*

以上#是

鼠间鼠疫流行前期的预兆'

B

(

)此时期若将黄胸鼠密度较长期

地控制在室内
*Y

以下#室外
+Y

以下和黄胸鼠体印鼠客蚤指

数小于
,?@

#鼠疫流行即可得到控制)本次调查表明#黄胸鼠

是室内优势鼠种#占室内总鼠数的
@$?@@Y

&在湛普镇占室内

总鼠数的
0D?D%Y

#而黄胸鼠体印鼠客蚤指数#远低于广西*贵

州天生桥水库地区鼠疫流行期间的指数$

,?%,

%

'

*B)*D

(

#是否具有

鼠疫流行潜在危险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以上的地理景观*宿主动物*媒介昆虫及流行病学等

方面的调查分析#丰都县存在鼠疫疫源地的条件#有发生鼠疫

疫情的可能性)虽然从未发生过鼠疫#开展鼠疫监测是必要

的'

*%

(

)通过鼠疫疫源地调查#可以了解鼠疫相关的宿主动物*

媒介昆虫种群密度及变化情况&另外#通过鼠疫疫源地调查的

开展#丰富了本地资料#锻炼了监测队伍#为开展鼠疫预防性监

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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