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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太平 ( 1964- ),男, 湖北黄梅县人,主任技师, 主要从事病媒生物防治研究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其

病媒生物防治仍处在较低水平。笔者认为发达国家

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介绍 5个发达国家和地

区病媒生物防治以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1 发达国家和地区病媒生物防治介绍

1. 1 美国洛杉矶县

1. 1. 1 基本情况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 ( Los Ange les

County)位于太平洋东海岸, 人口 985万, 陆地面积

10 518 km
2
,首府洛杉矶市 (美国第二大城市 )年均

气温 19 ,降水量 385mm。该县由 88个建制的大

小市镇及未建制地区 ( Un incorporated areas, 占总面

积的 65% ,人口大约 100万 )组成。

1. 1. 2 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 加州法律规定病媒

生物 (V ector)是指传播人类疾病, 或导致人类不舒

服、造成伤害的动物, 包括但不限于: 蚊虫、跳蚤、苍

蝇、蟑螂、蜱、螨、虱、臭虫、其他节肢动物、老鼠及其

他脊椎动物。该县病媒生物主要是这些种类。

2008年该县有蚊传西尼罗河热 (W est N ile V i

rus简称WNV ) 170例,疟疾 30例,鼠、蚤、虱传斑疹

伤寒 ( Typhus fever) 18例, 蜱传莱姆病 ( Lyme d is

ease) 9例
[ 1 ]
。加州西尼罗河热较为严重, 2007年 8

月上旬加州因为该病的发生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 2]
。

1. 1. 3 防治机构及业务范围 该县有 5个蚊虫或

媒介生物防治机构。这些机构按照 加州卫生和安

全法规 ( Ca liforniaH ea lth and Safety Code)成立,并

由政府提供经费。例如羚羊谷蚊虫及病媒生物防治

机构 ( Ante lope V alley M osquito and V ector Control

D istrict)。D istr ict有 2个含义, 一是指病媒生物防

治机构, 二是指该机构所管辖的区域。该机构服

务
[ 3]
(同另外 4个机构一样, 其服务区与该县的行

政分区基本不吻合 ) 29万人, 服务面积 596 km
2
,有

现场队员共 12人, 在蚊虫多的季节可以雇季节工

人,其主要工作是灭蚊。

大洛杉矶县病媒生物防治机构是最大的防治机

构 (服务 600人, 3 445 km
2
,大部分洛杉矶市在其服

务范围内 ) , 全职员工 65人, 主要的业务是防治蚊

虫、摇蚊、蚋, 并向居民免费发放食蚊鱼灭蚊。该机

构有地下排水管灭蚊队对闹市区排水管进行冲洗、

灭蚊。该机构媒介生态学家 2001年调查发现这

些地方易孳生蚊虫, 开始 4个人做此项工作, 处

理 9 000英里的管线。现在这个项目有 15个队

员, 有标注 2万多个下水道入口的地图。该机构进

行蚊密度及疾病监测。全辖区固定地点放置 25只

新泽西灯监测蚊虫密度, 蚊虫多的季节每周监测 1

次,冬季 2周监测 1次。该机构还在几个地点安装

CO 2诱捕器及 Re iter诱捕器 (用干草液, 吸引孕蚊 ),

蚊虫季节 (早春到晚夏 )每周用一个通宵, 捕获蚊虫

送指定机构测试带毒率。辖区共有 7个哨点鸡群, 2

周一次采鸡血样, 送指定实验室测试病毒抗体。该

机构 2周一次捕捉野生鸟,获取血清监测病毒。

从该县专业网站提供的地图看, 该县未建制的

地区一般没有病媒防治机构服务, 其面积约占全县

面积的一半
[ 3]
。

主管病媒防治的政府部门是县公共卫生局环境

卫生处,其业务包括: 病媒疾病监测; 鉴定昆虫传播

疾病的种类;病媒生物防治。该局接受居民关于蟑

螂、老鼠、蚊虫孳生、餐饮业问题、污水、废水倾倒问

题、垃圾和废弃物等问题的投诉, 市民可以上网或打

电话投诉。4个蚊虫或 (和 )媒介生物防治机构有网

站, 辖区居民可以网上投诉蚊虫等问题。而 Comp

ton Creek蚊虫防治机构很小, 没有网站, 辖区居民

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投诉相关问题。该县有许多专

业除害公司参加商业的病媒生物防治。

1. 1. 4 病媒防治教育 上述防治机构均有人专

门负责病媒防治教育。如圣谷蚊虫及病媒生物防

治机构 ( San G abriel V alley M osqu ito & V ector Con

tro l D istrict)全职人员 19人, 其中有一人是教育专

家 ( Educa tion Specia list) , 一人是公众信息官 ( Pub

lic In form ation O fficer)。防治机构网站上提供齐全

而实用的病媒生物防治知识, 许多为 PDF版本, 供

居民下载。各机构网站上均有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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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page, 有关于蚊虫的填色游戏、文字游戏以及

简单的测试题
[ 4]
。有些防治机构可以根据学生年

龄及老师教育目标为辖区学校定制病媒生物防治

课程。这些机构还组织宣传教育活动, 如洛杉矶

县西部病媒生物防治及病媒疾病控制机构在过去

的一年中共组织活动 18次, 参加活动的人数累计

17 140人, 其中一半的活动针对幼儿园、小学及中

学学生。

1. 1. 5 相关法律 加州卫生和安全法规 规定,

病媒防治机构可以检查单位或私人领地内是否有病

媒生物或公害,发现后可以用恰当的方法清除病媒

生物, 或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消除病媒生物,当

事人不能做到的可以处以不多于每天$ 1 000的罚

金。加州 零售食品法规 规定食品行业营业场所

内必须没有有害生物
[ 5]
( verm in指蟑螂、老鼠或类

似带有病菌的害虫 )。该县公共卫生局网站公布

2010年 4月 30日到 7月 30日食品行业关闭名单,

共 349宗,其中 211宗关闭原因与有害生物有关。

1. 2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

1. 2. 1 基本情况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 (W estM id

lands county) 位于英格兰中部,接近其地理中心,人

口 260万,面积 3 563 km
2
,平均气温 13 , 年降雨

量 662mm。该郡由伯明翰 (英国第二大城市 )、考

文垂、伍尔弗汉普顿、索利哈尔、达德利、沃尔索尔、

桑德韦尔区组成, 每个区都有自己的议会 ( city

council)独立地管理各自的事务。

1. 2. 2 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 病媒生物有老鼠、蟑

螂、跳蚤、苍蝇、臭虫、虱子、蜱、蚂蚁、黄蜂等。媒介

疾病数量少, 据英国卫生保护署 ( TheH ealth Protec

t ion Agency,简称 HPA)提供的资料, 2008年该郡有

莱姆病 34例,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813个病例。2008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62个钩端螺旋体病病例被确

诊,该郡钩端螺旋体病情况不详。

1. 2. 3 防治机构及业务范围 各区的区议会环境

卫生处下设有害生物防治部
[ 6]
( The Pest Control

Section)有害虫防治官 ( pest contro l o fficer)为辖区居

民提供服务。如考文垂区的 Pest Contro l Team对有

害生物进行免费鉴定, 对辖区家庭提供免费的灭鼠

(不包括小家鼠 )、蟑螂、臭虫服务, 而处理小家鼠、

跳蚤、黄蜂、松鼠及其他骚扰性害虫收费。该机构还

参与商业除害服务,据其网站介绍,它们与商业除害

公司相比在价格上有竞争力。沃尔索尔区提供类似

的服务,但他们不对辖区食品行业提供收费服务,食

品行业一旦有害虫问题, 则建议找商业除害公司服

务。各区接受居民相关投诉。有些区政府向居民免

费提供鼠药灭鼠。 7个区的防治人员数量不详, 但

据英国环境卫生协会 ( C IEH ) 2002 /2003年问卷调

查
[ 7]
, 平均每个英国地方政府所设防治机构的全职

员工 4. 0人,兼职员工 3. 1人。

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 ( Defra)组织 英国

住房条件调查
[ 8]
,其中有老鼠侵害情况调查 (调查

员现场访问住户,并查看现场 )。 2002年前每 5年 1

次调查, 2002年后调查频次增加, 最后一次从 2006

年 4月到 2008年 3月调查 15 604户英格兰住

户, 其中室内小家鼠侵害率 2. 07% , 室内大鼠

侵害率 0. 37% , 室外大鼠侵害率 3. 04%。此外,每

年英国有害生物技术协会对英国各地方政府灭鼠进

行问卷调查, 其中有老鼠抗性评估
[ 9]
, 调查认为

90%的受访者没有发现过去 10年老鼠对第二代抗

凝血灭鼠剂抗性增加。

1. 2. 4 病媒防治教育 7个区的网站均为居民提

供实用的害虫防治知识, 如 PDF格式的小家鼠、蟑

螂防治宣传册
[ 10]
。

1. 2. 5 相关法律 英国 预防有害生物损害法 规

定灭鼠是地方政府的责任。私人领地有老鼠时其所

有者有责任告诉地方政府, 否则将受处罚。 食品

安全法 及 通用食品条例 均规定食品行业的营业

场所需要防止老鼠、蟑螂等有害生物进入,并消除有

害生物。

伯明翰政府网站公布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5

月食品行业违法企业 19家。其中 11家违法的原因

与有害生物相关,如小家鼠、德国小蠊侵害或有鼠粪

便, 这些企业被罚款 200~ 3 000不等。

1. 3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3. 1 基本情况 维多利亚省 (V ictoria)位于澳大

利亚东南部, 人口 543万, 面积 22. 8万平方公里。

首府墨尔本年均气温 20 ,降雨量 649 mm。该省

西北部温度高而干旱, 东北部山区降雨多, 气温较

低, 年均降雨量 639 mm。该省由 78个地方政府区

域组成,其中 31个位于大墨尔本市 (维多利亚省约

75%的人口在该市 ) ,此外有 13个城市地方政府, 34

个农村地方政府。

1. 3. 2 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 病媒生物有蚊、蜱、

老鼠、蟑螂、蚤、虱、臭虫、苍蝇、蚂蚁、黄蜂等。 2009

年该省报告 118例疟疾, 蚊传罗斯河病毒 (Ross R iv

er v irus简称 RRV ) 81例, 巴马森林病毒病 ( B armah

Forest v irus d isease) 15例, 蚊 (蜱 )传黄病毒 ( F lav i

v irus)病 43例 (其中 39例登革热 ) , 蜱传 Q热 24

例, 鼠传钩端螺旋体病 10例。虽然从上述资料看该

省最重要的病媒生物是蚊虫, 但是据该省人类服务

部 (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简称 DHS)对 78

个地方政府进行的问卷调查, 许多地方政府辖区内

没有蚊虫问题。而蚊传疾病一般发生在该省北部

( 1974年暴发墨累山谷脑炎 )和东部吉普斯兰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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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暴发罗斯河病毒 )。传播疾病的蚊虫主要是沼泽

地及容器孳生的蚊虫。

1. 3. 3 防治机构及业务范围 该省人类服务部负

责管理、指导蚊虫及蚊传疾病的监测、控制, 并向 9

个地方政府 (全部位于蚊传疾病易发生的区域 )提

供 1 1的配套资金用于蚊虫监测和控制。如 M ildura

农村型市 (该省西北部 3万人, 面积 22 214 km
2
)政

府环境卫生科每年 11月初至次年 4月底用诱蚊灯

监测蚊虫密度,监测点有 4个,每周监测 1次。该部

门还用鸡监测蚊虫病毒, 每周采血 1次。收集的成

蚊和鸡血样品送维多利亚动物科学研究所测试蚊虫

病毒。该部门每 2周 1次监测 150个离人类居住地

近的蚊虫孳生地并处理, 政府不灭成蚊。政府用于

灭蚊工作的费用每年约$ 3. 6万。再如东吉普斯兰

郡 ( East G ippsland Sh ire, 4. 4万人, 面积 2. 1万平方

公里 )进行类似的灭蚊及监测活动, 该郡环境卫生

科有蚊虫防治官具体负责灭蚊工作, 必要时灭成蚊,

控制经费每年约$ 10. 6万元。但是绝大多数地方

政府网站没有类似资料。

大吉朗市 ( 21. 6万人, 面积 1 240 km
2
)不属于

该省蚊传疾病易发生的地区,为提升市民的福利,改

善环境,地方政府每年出资约$ 12万元进行灭蚊及

蚊密度监测
[ 11]
。蚊虫孳生地监测、(地面 )处理,用

诱蚊灯监测成蚊等工作由商业除害公司承包, 直升

飞机处理孳生地由政府安排。 2008年度该市对全

市 125个孳生地 (主要指沼泽地 )进行飞机灭蚊 29

d,地面处理孳生地 316次。蚊虫控制项目很成功,

蚊虫投诉由 2004年度的 119起下降到 2006年度的

29起。巴士海岸郡 ( Bass Coast Sh ire, 3万人, 面积

859 km
2
)也不属于该省蚊传疾病易发生的地区,在

没有得到该省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每年出

资开展灭蚊项目。

维多利亚公园管理局 ( Parks V ictoria)负责处理

公园、自然保护区内比邻人群居住的湖泊及沼泽的

蚊虫, 控制方法主要是养食蚊鱼、改善水流及使用杀

虫剂控制水体中的蚊虫。其他病媒生物防治由个人

承担或依赖商业除害公司。 2004年某机构对该省

食品行业进行调查, 61%的食品行业有商业除害公

司承包除害, 78%的食品行业没有害虫。

1. 3. 4 病媒防治教育 有的地方政府网站上有灭

蚊及其他有害生物防治宣传材料。大吉朗市卫生科

利用地方报纸、社区通讯、灭蚊手册及网络宣传灭

蚊。2006年度对市民进行问卷调查
[ 12]
, 表明 88%

的市民了解政府的灭蚊项目, 94%的居民知道积水

生蚊, 多数市民会对家中水池、鱼塘等进行妥善处理

防止生蚊。M ildura农村型市环境卫生科强调处理

蚊虫孳生地的重要性,并指出 90%的蚊虫孳生地是

人为导致的,强调灭蚊人人有责, 该部门为辖区学校

提供灭蚊宣传的服务。

1. 3. 5 相关法律 维多利亚省食品法规 ( V icto

rian FoodA ct)规定每个食品行业都必须向相关部门

提交食品安全计划,其中必须有防止有害生物进入、

有害生物监测及清除有害生物的内容。地方政府的

环境卫生官员或有资质的个人定期或不定期对它进

行稽核,看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计划。严重违反法

律的行为可能导致起诉。2010年 7月 1日后个人

违法事件在省卫生厅网站公布。其他的法律、法规

也有害虫防治的规定。如 维多利亚省健康服务条

例 规定提供健康服务的场所和设施里必须保证没

有苍蝇、虱子及其他病媒生物。省 卫生条例

( Health R egu lations)有防止蚊虫孳生的规定: 地方

政府官员可以给辖区内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以书面

文件要求他清除蚊虫孳生地或采取措施防止蚊虫孳

生,当事人必须做到。该条例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处

理公用土地上的蚊虫孳生地, 并指导辖区私人领地

的蚊虫防治。

1. 4 新加坡

1. 4. 1 基本情况 新加坡有人口 499万, 面积 710

km
2
,年均气温 24~ 27 , 年降水量 2 345 mm。新

加坡分为中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5个行政区,

由相应的社区发展理事会 ( Community Development

C ounci,l简称 CDC )管理, 每个行政区内有若干选

区, 他们与镇理事会 (Tow n Counc il)密切相关。

1. 4. 2 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 病媒生物有蚊 (埃

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为主 )、老鼠、蟑螂、跳蚤、苍蝇

等。 2008年新加坡发生实验室确认的登革热 7 031

例, 蚊传基孔肯雅热 ( Ch ikungunya fever) 718例, 疟

疾 154例 (本土病例只有 1例 ) ,乙型脑炎 1例;钩端

螺旋体病 57例 (本土病例只有 8例 ) , 鼠蚤传播鼠

型斑疹伤寒 13例
[ 13]
。

1. 4. 3 防治机构及业务范围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

( N ationa lEnv ironment Agency简称 NEA )下设环境

卫生处,在 5个行政区各设 1个地区办事处。 2008

年 5个办事处有病媒生物防治官 ( vector control o f

ficers)达到 750人
[ 14]
, 定期检查蚊虫和老鼠。该年

度检查公私土地、商业场所、建筑工地等场所 277万

个, 查出并清除伊蚊孳生地 20 263个。病媒生物防

治官在全市安装诱蚊诱卵器 3 000个监测伊蚊孳

生。国家环境局领导多部门登革热防治行动小组

( Inter agency Dengue Task Fo rce)开展登革热防治活

动, 该小组由 26个公、私组织及专业组织组成,他们

是学校、建筑工地、公用体育设施、公园、水道管理、

建屋发展局、民间组织、地产管理机构、社区发展理

事会、镇理事会、其他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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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个志愿者组织, 1 487人参与灭蚊活动。小组每

年 4- 9月每周 1次全覆盖, 重点检查、处理登革热

聚集发生的疫点,国家环境局预测可能发生疫情的

地点及其他容易孳生伊蚊的地区。行动小组每月召

开 1次联席会议, 协商当前的疫情及伊蚊防治情况。

国家环境局 2007年开始老鼠监测,监测重点是建筑

工地、工人住所、垃圾站、集贸市场及食品行业,还重

点监测老鼠投诉及卫生局报告的鼠传疾病病人相关

场所, 检查方法是查鼠洞
[ 13]
。环境卫生研究所 ( En

vironmenta lH ea lth Inst itute )负责登革热、鼠传疾病

等的防治研究。

1. 4. 4 病媒防治教育 宣传的重点是伊蚊防治,有

2个层次的宣传教育。第一层是国家通过媒体宣

传,帮助公众提高警惕。第二层是特定目标人群的

宣传, 根据地域、种族、年龄、文化的不同区分人群,

教育的方式、方法因不同人群而异。比如针对学生

和他们的家长、私房屋主、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

到国外旅行的人群、喜欢养植物的人的灭蚊教育各

不相同。志愿者在重点区域走进千家万户宣传清除

孳生地及每天 10 m in灭蚊活动
[ 15]
。环境局登革热

防治网站,提供针对不同人群的并印有多种文字的

宣传册、用于制作彩色横幅的图片、宣传折页、视频

等。2007年李显龙总理在中部地区参加清除蚊虫

孳生地宣传活动。

1. 4. 5 相关法律 病媒生物防治及杀虫剂法令

( the Contro l ofV ectors and Pestic ides A ct)规定:为了

防治媒介疾病,公共卫生官员 ( pub lic health o fficers)

有权进入地面建筑、飞机、轮船等检查病媒生物,命

令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采取措施消灭病媒生物,必

要时自费烟雾灭蚊,如果当事人没有做到,则公共卫

生官员采取措施消灭病媒生物,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当局有权对违法者处以罚款和监禁, 多次违法加重

处罚, 最多可判 6个月监禁。当局一般只在紧急情

况及对屡教不改者执行该法律,多数情况下进行批

评教育
[ 16]
。

新加坡 环境卫生法令 和 环境公共卫生 (食

物卫生 )条例 规定对食品行业实行犯规计分制

度
[ 17]
,食品卫生官定期检查食品行业检查发现有老

鼠、蟑螂等害虫每次记 6分, 罚款 400新加坡元, 12

个月内累积 12分执照将被暂停使用 2 ~ 4周或

撤销。

1. 5 香港

1. 5. 1 基本情况 香港人口 706万, 面积约 1 104

km
2
,年均温度为 23 , 平均全年雨量 2 214 mm。

香港由 18个分区组成,每个区有自己的议会, 管理

地区事务。

1. 5. 2 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 病媒生物有蚊、老

鼠、蚤、蜱、螨、蟑螂、苍蝇、蠓等。据香港卫生防护中

心提供的资料, 2009年香港全年报告登革热 43例

(全部是输入性病例 ), 基孔肯亚热 1例; 鼠传钩端

螺旋体病 9例, 汉坦病 1例; 螨传丛林斑疹伤寒

( scrub typhus) 20例; 蜱传斑疹热 ( Spo tted fever)

13例。

1. 5. 3 防治机构及业务范围 政府主管病媒防治

的部门是食物环境卫生署 (简称食环署 )。该署在

全港组织灭蚊、鼠运动。例如 2008年组织 3期跨部

门灭蚊运动。食环署在各分区设办事处负责辖区具

体事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灭蚊和灭鼠。例如 2008

年食环署在大埔区 (人口 31万,面积 148 km
2
)有一

个 4~ 5人的灭蚊队, 另外有十几个承办商的灭蚊

队, 每个灭蚊队 6人
[ 18]
。 2010年食环署灭蚊队增加

到 3个,承办商的灭蚊队有 12个
[ 19]
。再如九龙区

(人口 36万,面积 10 km
2
) 2009年 4 10月雨季和非

雨季分别有 10队和 9队承办商的虫鼠队。各分区

虫鼠队负责处理公共区域蚊虫孳生地。这些专业人

员也承担公共场所灭鼠工作, 但工作量相对较少。

区食环署人员负责以灭蚊、鼠为主的病媒生物防治

教育,监测蚊、鼠,接受市民关于蚊、鼠等有害生物的

投诉,并尽量处理市民举报的蚊虫 黑点
[ 19]
(例如

猪场外围、水田、非法耕种场地、地盘等易成为蚊多

的黑点 )。区食环署联系区各部门开展灭蚊、鼠活

动, 可以依法检查任何发现蚊虫的处所,控制承办商

质量,当蚊、鼠传疾病发生时采取相应措施。区议会

定期召开会议商讨灭蚊、鼠工作, 议员们常要求食环

署增加人力加强灭蚊工作。

食环署在 38个地点放置诱蚊产卵器,每月一次

监测白纹伊蚊,并公布各监测点数据。例如黄大仙

区在 2个蚊虫易孳生的场所放置, 共放置 118只诱

蚊产卵器
[ 20]
。2008年香港小区的平均诱蚊产卵器

指数为 6. 1%。该署每年在不同生境监测鼠蚤, 2008

年在 3个郊野公园及 5个水塘进行鼠蚤调查,鼠蚤指

数为 0。该署从 2000年开始每年一次鼠患参考指数

(盗食率 )调查, 2008年调查结果为 6. 3%。

1. 5. 4 病媒防治教育 食环署网站提供大量实用

病媒生物防治信息, 一般有 PDF格式供市民下载。

宣传品有海报、漫画册、灭蚊日记、外借展板等。针

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宣传册, 例如有分别针对家

居、购物商场、乡郊地区、旧式楼宇、固定小贩、食物

业处所及货物装卸区的灭鼠宣传材料。食环署在灭

蚊、鼠运动期间一般会组织宣传活动。例如 2010年

灭鼠运动中, 7月 12日 - 9月 10日食环署在 2个地

点进行专题展览,在 9个地点进行巡回展览,举办 2

期灭鼠讲座。

1. 5. 5 相关法律 香港法例 公众卫生及市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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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规定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某处所相当可能有积

水,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清除积水,防止蚊

虫孳生,没有遵从即为犯罪。建筑工地发现蚊幼虫、

蛹,其承建商即属犯罪。主管当局若认为某处所已

经孳生蚊虫,则可以清除积水或采取措施防止孳生

蚊虫,并向当事人追讨该行动的费用。任由蚊虫孳

生的最高罚款为 2. 5万港元
[ 21]
。2006年及 2009年

全港因蚊虫孳生而定罪的分别为 126宗和 61宗,罚

款分别为 40万和 20万港元。该法例也有防治其他

虫鼠的规定但执法没有控制蚊虫严格。比如一所学

校有老鼠,校方可以请商业除害公司灭鼠,食环署不

会查看灭鼠效果, 但会对学校加强教育。如果一所

学校发现蚊虫孳生,署方一般会以警告信形式劝戒,

规定校方一年内不能再犯, 否则会考虑检控。上述

程序会让教育局知悉, 以期共同监管学校的防蚊

进展。

食物业规例 规定食物业需防止老鼠及昆虫

侵入; 任何从事食物业的人,不得明知而容许或准许

营业处所内有虫鼠存在。卫生督察报告某食物业经

营场所有虫鼠后,署长可安排向该食物业东主发出

通知, 要求在指定期限内解决问题,东主没有做到即

为犯罪。

2 启示

发达国家和地区病媒生物防治并非只有优点没

有弊端。比如英国有害生物技术协会通过调研,认

为过去 10年英国城市老鼠控制没有任何改进
[ 9 ]
。

再比如香港有些地方, 当局在民众的压力下增加

CO2捕蚊机以降低蚊密度, 甚至一些普通议员都质

疑其灭蚊效果。笔者认为如果把购买捕蚊机的钱用

于增加灭蚊队的人力其效果会更好。但本文不查找

发达国家和地区病媒生物防治的弊端。本文试图发

现其成功的经验,以便帮助我们的工作。

2. 1 防治的目的 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国病

媒生物防治的目的是: 控制病媒疾病; 控制病媒

生物密度,减少危害。许多人认为病媒防治的主要

目的是控制疾病, 而控制密度不是主要目的。这种

思想在病媒疾病较多或威胁明显时没有大的问题,

因为此时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加强病媒生物防治。而

在病媒疾病少,或威胁不明显时导致问题,此时与疾

控相关的多数领导会因为资源有限而削弱病媒防治

工作, 从而给社会带来损失。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病媒疾病数量少, 地方政府

投入资源控制病媒生物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密度。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大吉朗市和巴士海岸郡不属于蚊

传疾病易传播的地区, 地方政府出资开展灭蚊项目

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蚊虫密度,提高人民的福利。

从香港各分区议会会议记录看, 灭蚊队采取行

动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地方的密度过高,较少遇到辖

区内发生蚊传疾病,必须采取灭蚊措施。有人推测,

如果没有食环署和灭蚊队的灭蚊工作,也许香港登

革热病例将迅速上升。但笔者查阅香港卫生防护中

心资料, 香港 1999年登革热只有 5例, 比 2009年

少, 而资料表明香港近几年灭蚊工作在加强。

笔者认为防治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密度,它包括

3个方面: 媒介疾病发生时, 用控制密度的方法控

制疾病,防止疾病蔓延; 在媒介疾病尚未发生时,

降低病媒生物的密度使其难以传播疾病; 即便某

地点的病媒生物被证明没有传播疾病的能力, 其密

度过高也要降低密度,提高人民的福利。简而言之,

病媒生物密度过高需要灭,传播疾病则更要灭。

2. 2 防治对象 虽然可以说所有的病媒生物都是

防治对象,但是不同类别的病媒生物的重要性却不

一样。前文所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最重视蚊虫

防治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除外, 那里可能几乎没有

蚊虫危害 ) ,其次是老鼠防治。推测原因之一是蚊

虫和老鼠传播疾病的能力较强。而前文资料表明蜱

的传病能力也比较强,但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并未

采取像控制蚊、鼠一样的措施。原因可能是蜱通常

在乡郊野外,若开展灭蜱运动其成本必然过高,效果

不一定好。蚊、鼠常与密集的人群相伴,政府组织的

灭蚊、鼠运动 (或项目 )容易产生效果, 因此这种思

维符合科学发展观。另外, 笔者认为 4个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地方政府特别重视蚊虫防治的原因是蚊虫

叮咬造成的人类痛苦很大,家里有 10只蚊虫的痛苦

远大于有 10只苍蝇、蟑螂或蚂蚁。与他们相比, 我

国政府对灭蚊的重视还很不够。比如香港政府在控

制蚊虫密度和蚊传疾病方面已经获得较大成就, 市、

区议员仍给食环署施加压力, 一步步加强灭蚊
[ 22]
。

我国政府应学习他们,提升蚊虫防治的地位,提高人

民的生活质量。

新加坡 (可能因为乡村及野外面积过小 )没有

蜱传疾病,而其余 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蜱和蜱

传疾病。蜱能传播疾病,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因

此地方政府应加强蜱传疾病和蜱的防治。

食品行业有其特殊性, 经营场所的虫鼠 (指老

鼠、蟑螂、苍蝇及其他昆虫等 )都会污染食物, 导致

食源性疾病。 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制订严格的法

律, 要求食品行业防虫鼠进入,并消除虫鼠, 因此所

有的虫鼠都是重要的防治对象。

2. 3 监测 新加坡和香港高度重视蚊虫监测,他们

用数千只诱蚊诱卵器监测伊蚊。美国洛杉矶县和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用数量较多的诱蚊灯监测当地主

要蚊虫。足够数量的蚊虫监测不仅能够评估蚊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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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效果,而且直接促进蚊虫防治工作。例如当香

港某分区监测密度高时, 区议员会要求食环署加强

灭蚊工作。笔者查阅资料,未发现这 5个发达国家

和地区长期系统性监测苍蝇和蟑螂, 也没有发现他

们用鼠夹定期监测老鼠。英国用现场查看的方法调

查老鼠侵害情况
[ 8]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目测外环

境鼠洞监测老鼠,加强鼠洞多的地方的灭鼠监管,促

进灭鼠工作。我国各地方政府一般都进行四害密度

监测,用鼠夹长期系统地监测老鼠。鼠夹监测老鼠

似乎更严谨、更科学, 但成本过高,有安全隐患,因此

覆盖面不可能大,其评估鼠密度和促进地方灭鼠的

作用相对较小。我国有些城市 (如湖北省宜昌市 )

用目测法 (方法同爱卫除四害检查 )监测宾馆、饭店

等老鼠、蟑螂、苍蝇密度,由于监测的成本低廉,其覆

盖面大 (宜昌每年的覆盖面约 70% ),因此大大促进

城市除害。新加坡和宜昌的老鼠监测看起来似乎不

够严谨但是其成本效果好,符合科学发展观,也符合

IPM,值得提倡。

希望今后有学者继续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病

媒生物防治,比较他们的监测与我国的病媒生物监

测的差异,研究其原因。未来的高层决策者应更多

地考虑监测的目的性和成本效果, 改进我国病媒生

物监测体系。

2. 4 促进机制 我国病媒生物防治相关的法律和

法规与这 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和法规相比并

无优劣之分。但从美国洛杉矶县、英国伯明翰及香

港的数据看,他们的执法比我们严格。虽然新加坡

学者声称,当有蚊虫孳生时政府以教育为主,并不严

格执行相关法令
[ 16]
, 但是新加坡以严格执法著

称
[ 23]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的执法比我们严格。

美国洛杉矶县和英国伯明翰依法处理虫鼠侵害的食

品行业,并定期将名单公布于众,这样能大大促进食

品行业病媒生物防治。其实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公

布一些违反除害地方法规的单位名单, 也极大促进

了城市除害工作。但是这个做法常被认为不近人

情,一般不是被大众接受的常规做法。我们应该向

发达国家学习严格执法, 增加违反除害法规的曝光

量,从而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我国病媒防治的热点与上述 5个发达国家和地

区差别大。地方政府组织的城市除四害一般不能不

考虑最终的达标检查,而防治力量有限,一般远不能

普遍开展工作。为了达标只好选有害生物密度低、

条件好的单位、社区、场所下功夫, 而危害严重的地

点反而被舍弃。检查的专家受条件限制, 一般不能

进行随机抽样,抽检范围与刻意准备的范围基本吻

合,于是达标成功。也有市民对危害严重地点进行

投诉, 通常政府也会作出反应, 降低危害。但是绝大

多数危害严重地点的居民不会投诉, 他们认为投诉

没有意义。若放开投诉, 政府将无力应付。因此我

们的防治热点一般是密度不高的地点。笔者认为这

是防治体制中最大的问题。而这 5个发达国家和地

区没有上述问题, 政府放开、鼓励投诉,鼓励居民监

督政府病媒防治工作。他们的热点是监测密度高的

地点, 市民投诉侵害重的地点。例如香港的蚊鼠

黑点 总是食环署防治热点。这样的促进机制大

幅提升政府病媒防治服务的品质, 预防疾病的效果

也会更好。然而,我们的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级卫生城市检查会进行暗访, 这必然涉及危害

严重的地点。随着 公共卫生均等化 、科学发展

观 等思想的逐步深入人心, 笔者预测未来的热点

一定会是危害严重的地点, 届时我国病媒生物防治

将上一个新台阶。

2. 5 病媒防治教育 许多病媒防治专业人员认为

除四害宣传是爱卫办的事。而发达国家病媒防治教

育主要是专业人员的工作, 做好该项工作不仅需要

良好的病媒防治专业知识, 而且还需要懂得健康教

育专业知识。我国许多非专业人员 (如爱卫办相关

人员、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记者等 )做除四害宣传,

宣传内容中有许多明显的错误。政府组织的许多宣

传往往只追求发了多少宣传单,张贴多少海报,搞过

多少次宣传活动,并不考虑投入和产出。相比而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更符合科学发展观, 他们追

求病媒防治教育的性价比。例如澳大利亚大吉朗市

卫生科对政府灭蚊教育进行评估, 问卷调查居民获

得灭蚊知识的途径, 借此改进教育工作。美国洛杉

矶县、新加坡和香港的病媒生物防治教育从小孩抓

起, 其内容丰富、实用、针对性强 (区分不同人群 )、

方式多样、生动活泼, 他们尤其注重蚊虫防治宣传。

我国病媒防治机构应设置病媒防治教育的专、兼职岗

位,以便提升教育的品质和性价比。蚊虫多的地区应

加强蚊虫防治宣传,教育应该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

病媒防治教育是除四害群众运动的基础, 新加

坡政府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经验, 并得到世界卫生

组织的认可,其蚊虫防治群众运动是我国地方政府

研究、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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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对幼虫的选择压力更大,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此现象也提示我们,在对家蝇进行防治时,对

幼虫用药可能会加快其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 同时

也会伤害家蝇幼虫的捕食者,导致生物链中的药物

残留和富集,最终威胁到我们人类的健康。因此,在

防治家蝇时,应尽量减少对幼虫使用化学药剂,可改

用物理防治或环境治理等其他方法, 这样既能够减

少家蝇抗药性的产生又可以避免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 1] 孔 晶. 5种杀虫剂对家蝇的抗性测定研究 [ J] . 中华卫生杀

虫药械, 2008, 14 ( 6) : 489- 490.

[ 2] S asak iT, Kobayash iM, A gu iN. E pidem iolog icalpoten tial of excre

tion and regurg itat ion byM usca dom est ica( D iptera: Muscidae) in

the d issem ination of Escherichia col iO157: H 7 to food [ J]. JM ed

E ntom o,l 2000, 37: 945- 949.

[ 3] 陶卉英,柳小青,马红梅.南昌市不同生境家蝇的抗药性及其

防制对策 [ 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0, 21( 3 ): 191

- 194.

[ 4] 翟桂荣. 家蝇抗药性的测定及抗性的培育 [ J] . 昆虫知识,

1982, 5: 47- 48.

[ 5] 徐 欣.杀虫剂对不同虫态家蝇抗药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的研究 [ D]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 6] GB /T26350- 2010. 蝇类抗药性检测方法 家蝇生物测定法

[ S ] .

[ 7] 汪中明,高希武.家蝇敌敌畏抗性品系的选育以及乙酰胆碱酯

酶和羧酸酯酶的变化 [ J] .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2008, 15

( 3 ) : 158- 161.

[ 8] 李燕珍.常用农用乳化剂品种与化学成分介绍 [ J] .云南农业,

2008, 4: 21- 22.

(收稿日期: 2010 09 13)

(上接 166页 )
[ 3] Th e loca l agen cy form at ion comm iss ion for Los Angeles C ounty.

Mosqu ito and /or vector contro l d istricts in corporated and un in cor

porated areas of Los Angeles C ounty [ OL ] . [ 2005 06 23 ] . h t

tp: / /www. law estvector. org/.

[ 4] The Antelope ValleyM osqu ito Abatem en tD istrict. Mosqu itoW ord

Search [OL] . [ 2007 06 28] . h ttp: / /www. avm osqu ito. org /.

[ 5] Cal iforn ia A ssociat ion of En vironm ental H ealth Adm in istrators.

California Retail Food C ode [ OL] . [ 2010 01 17 ] . h ttp: / / com

m serv. ucdavis. edu /.

[ 6] B irm ingham city coun ci.l Free Pest C on trol Service [ OL ] .

[ 2006 03 20] . h ttp: / /www. b irm ingham. gov. uk.

[ 7] GaiM urphy, S teph en Battersby, Dav idO ldbu ry. The organ isat ion

of local au thority p estm an agem en t serv ices in the UK [ J] . Jou r

nal of Env ironm en talH ealth R esearch, 2009, 9 ( 1) : 25 32.

[ 8] The Food and Environm en tR esearch Agen cy. Rodent in festations

in dom estic prop erties in England, 2005 2007 [ OL ] . [ 2010 05

21] . h ttp: / /ww 2. defra. gov. uk /.

[ 9] N ational Pest T echn icians Association. National rod ent survey

2008 /2009[ OL] . [ 2010 03 29] . h ttp: / /www. p estcon tro.l bas.f

co. uk.

[ 10] Wa lsall city counci.l Cock roaches [ OL] . [ 2008 06 19 ] . h ttp: / /

www. w alsal.l gov. uk.

[ 11 ] V ictorian Governm en t Departm en t of Su sta inab ility and Env iron

m ent. F ram ew ork for M osquito Managem ent in V ictoria [ OL ] .

[ 2004 08 12] . h ttp: / /www. v ic. gov. au /.

[ 12 ] G reater Geelong city counci.l . C ity of G reater Geelong m osqu ito

m anagem en t program [ OL ] . [ 2007 07 19 ] . ht tp: / /www.

geelongaustralia. com. au /defau lt. aspx.

[ 13 ] National Environm en t Agen cy. V ector borne d iseases [ OL ].

[ 2009 11 05] . h ttp: / / app2. n ea. gov. sg/ index. aspx.

[ 14] N at ion al Environm ent Agency. Annual report 2008 /2009 [ OL ].

[ 2009 09 14] . h ttp: / / app2. n ea. gov. sg/ index. aspx.

[ 15] Nat ional Environm ent Agen cy. 你是否让伊蚊有滋生的机会?

[ OL] . [ 2006 02 13 ]. http: / / app2. nea. gov. sg / index. aspx.

[ 16] Chua Seow Boo. Legislat ion for C on trol of Dengue in S ingapore

[ J] . Dengue Bu lletin, 2001, 25: 69 73.

[ 17] National Environm en tAgency. 饮食场所犯规计分制度指导手

册 [ OL] . [ 2010 03 18 ]. http: / / app2. nea. gov. sg / index. aspx.

[ 18] 大埔区议会秘书处. 大埔区议会环境、房屋及工程委员会

2008年第四次会议记录 [ OL ] . [ 2008 09 11 ]. h ttp: / /www.

d istrictcouncils. gov. hk /.

[ 19] 大埔区议会秘书处. 大埔区议会环境、房屋及工程委员会

2010年第一次会议记录 [ OL] . [ 2010 03 03 ] . h ttp: / /www.

d istrictcouncils. gov. hk /.

[ 20] 黄大仙区议会秘书处. 黄大仙区议会辖下食物环境卫生事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 [ OL ] . [ 2009 09 16 ] . h ttp: / /www.

d istrictcouncils. gov. hk /.

[ 21] 食物环境卫生署. 任由积水滋生蚊虫的最高刑罚 [ OL ].

[ 2007 07 26] . h ttp: / /www. fehd. gov. hk /sc ch i / ind ex. h tm .l

[ 22] 香港立法会. 会议过程正式纪录 [ OL] . [ 2006 07 27] . h t

tp: / /www. gov. hk /en / res iden ts/.

[ 23] 谢青霞,郑太发. 新加坡环境保护刑事法律述评 [ J] . 南洋问

题研究, 2009, ( 3) : 91 95.

(收稿日期: 2010 10 20)

170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 2011年 6月第 17卷第 3期 Ch in J Hyg In sect& E quip Jun 2011 Vol. 17 N o.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