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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鼠疫监测方案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是以发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传染性强为

特征的烈性传染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自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鼠疫流行呈上升趋势。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

广，面积大，类型复杂。特别是近年来，新的疫源地不断被发现，疫源地面积不

断扩大，人间鼠疫时有发生。而且，由于经济开发，人群进入存在鼠疫自然疫源

性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加，国际交往频繁，鼠疫对人类的威胁日趋严重，为保护人

民群众的健康，保障社会的稳定，要充分认识鼠疫监测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必须坚持开展全面、系统地鼠疫监测工作。 

一、监测目的 

鼠疫监测是为了预防和控制鼠疫发生和流行而开展的一项长期的、连续性

的工作。通过主动监测，系统收集人间和动物间鼠疫的相关信息，尽早发现疫情，

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防止疫情的蔓延与流行，掌握疫情的动态和趋势，为鼠疫的

预测预警和制定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人间鼠疫监测 

（一）工作目标：以人间鼠疫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及时控

制为主要工作目标。 

（二）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鼠疫监测网络 

建立国家、省、地、县四级人间鼠疫监测网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

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鼠布基地）是全国鼠疫监测中心，

省级疾控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鼠防专业机构，下同）为本省（区）鼠

疫监测中心，市、县级疾控机构为鼠疫监测站；同时要在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所及各级医疗机构、诊所设鼠疫监测员，适时对人间鼠疫进行监控。在鼠疫好

发季节，各级疾控机构均应设疫情电话，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疫情报告。 

2．实行“首诊医生责任制”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诊所的首诊医生，要对病人做出初步诊断，如为疑似鼠

疫病人，就地隔离，按照程序及时报告，并根据不同病型采取标本送检。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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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流行猛烈，对人群威胁较大时，应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对动物鼠疫流行区内人

群进行巡回检诊，必要时设立交通卫生检疫站。 

3．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在发现鼠疫病人、疑似鼠

疫病人后，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

系统进行报告。并以最快的方式向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控机构报告疫情信

息。疾控机构在接到报告后应按规定采取隔离病人、核实诊断、疫区处理等措施。 

鼠疫的诊断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鼠疫诊断标准》

（GB15991-1995）执行，省级疾控机构负责对病例诊断进行确认，并责成原报告

单位对疑似鼠疫的诊断进行订正（确诊或排除）。 

4．在鼠疫好发季节，监测单位应注意发现所辖范围内居民可疑病例，做到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按规定及时上报，防止疫情的蔓延和流行。所有人间

疫情信息，如流行病学、临床、实验室检测、动物流行病学、景观生态学及其他

环境信息，都应系统收集整理，按照有关规定通过鼠疫防治管理信息系统及时上

报。 

5．开展鼠疫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在鼠疫流行季节，鼠疫疫源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在辖

区内定期组织开展以“三报三不”为主要内容的鼠疫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以提

高疫区及其毗邻地区群众防病保健意识。 

6．定期进行人员培训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的人员进行培训，

尤其对接诊医生进行培训，以鼠疫诊断、治疗、疫情报告、医院现场及感染控制

等鼠疫防治知识为主要培训内容。 

7．强化对疫源动物的管理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宣传国家关于鼠疫疫源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协同铁

路、交通、民航、公安、工商管理、动物检疫等部门，严禁非法猎捕、运输、销

售疫源动物和未经动物检疫处理的动物皮张。 

三、动物鼠疫监测 

（一）监测地区 

1．已知鼠疫疫源地及其毗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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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国前后连续 2年有原发腺鼠疫地区； 

3．鼠疫主要宿主动物分布的地区； 

4．与邻国鼠疫疫源地毗邻地区； 

5．其它可能存在鼠疫自然疫源性的地区； 

6．大型开发建设项目需要进行卫生学评价的地区。 

（二）监测点设置 

在 11 类疫源地设立的国家级鼠疫监测点，按照《鼠疫全国重点监测点监测

方案》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疫源地类型、疫

情动态、工作重点、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等，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县设立省级固定

监测点，进行系统监测；在其它监测地区设流动监测点，主要开展宿主和媒介数

量等一些项目调查，尽可能多的广泛收集可检材料。 

（三）监测要求 

1．监测时间：疫源动物在地面活动的整个时间。 

2．监测范围： 

（1）固定监测点：监测范围为 10000～40000hm
2
； 

（2）流动监测点：应有计划地以流动方式在整个监测区内进行，每个监测

点的监测范围为 2500～20000hm
2
，南方家鼠疫源地以自然村为监测单位； 

（3）面区监测：各地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开展面区监测的地点和材料收集范

围； 

（4）固定和流动监测点监测地区应选择人口密集、交通要道、工矿和军事

用地附近的活动性疫源地区；疫源地指征明显的可疑地区；疫源地性质和范围不

清楚的地区。 

3．监测工作单位：以县级疾控机构为基本监测工作单位，承担本行政区域

的鼠疫监测任务。县级疾控机构监测力量不足时，省级或市级疾控机构应直接设

置监测点，或参与完成县级鼠疫监测工作。 

4．监测形式：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点以固定监测为主，其他监测工作以流动

监测形式为主。 

（1）固定监测：主要是系统地监测动物鼠疫流行动态，观察宿主、媒介的

种群数量和生态变化，研究鼠疫传播规律。一般情况下，固定监测点每年或 3～

5年进行一次轮换。但为了掌握鼠疫流行规律，积累连续性鼠疫监测资料，各省

（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可在少数地区设立长期鼠疫固定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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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监测：主要根据人间鼠疫疫情、动物鼠疫疫点的分布、主要宿主

的空间分布、数量水平、地理景观特点等，在所辖县（市、旗）内划分监测区，

有计划、分期分片地轮换监测，并以掌握宿主数量和血清学监测为主。 

（3）面区监测：为了及时发现动物间疫情，在一定范围内开展鼠疫主要宿

主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5．现疫流行区监测：在监测中发现人间或动物鼠疫疫情时，应按《国家鼠

疫控制应急预案》及《人间鼠疫疫区处理标准及原则》（GB 15978-1995）的要求

及时进行疫区处理。同时开展现疫流行区监测，了解流行范围、流行强度，评价

处理效果，掌握流行趋势。 

（四）监测内容及指标 

1．黄鼠（达乌尔黄鼠、阿拉善黄鼠、长尾黄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4～9月。固定监测点 10000hm
2
为监测区，

收集材料可外扩 10km；流动监测点 2500hm
2
为监测区，收集材料可外扩 5km。 

（2）绘制地理生境图：以地貌、植被、黄鼠数量三项指标划分生境，绘制

1：10000 比例尺生境分布图。 

（3）宿主动物监测： 

①黄鼠数量：固定监测点，每年 4月和 7月各监测一次；流动监测点，每点

监测一次。按监测区内各类生境面积 0.5%比例分层抽样，以单公顷一日弓形夹

法监测黄鼠数量。 

②黄鼠生态：固定监测点进行黄鼠鼠龄、性别和繁殖调查。每个监测点观察

黄鼠 200 只以上，根据臼齿磨损程度鉴别黄鼠鼠龄，并观察其性别。4～5 月每

月观察雌黄鼠 50 只以上，观察胎鼠及子宫斑数。 

③野外夜行鼠数量：固定监测点，每旬选择 2 种主要生境，按 5m 夹线法，

每月布夹不少于 600 夹次。流动监测点，每点选择 2～3种主要生境，按 5m 夹线

法，每点布夹不少于 300 夹次。 

（4）媒介监测： 

①体外寄生蚤：固定监测点，每旬检活体黄鼠 20～30 只，全年检活体黄鼠

200～30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至少检活体黄鼠 20 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

数和染蚤率。 

②洞干蚤：固定监测点每旬探黄鼠洞干 20～30 个，全年探洞 200～300 个；

流动监测点，每点探黄鼠洞干不少 30 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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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巢蚤：根据需要由各省（区）自定。 

④其他动物体外寄生蚤：对捕获的小型鼠及其他动物进行检蚤，分类鉴定，

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⑤室内游离蚤：在无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各省（区）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开展此项工作。在有动物鼠疫流行指征时，每个监测点在居民区每月

布放粘蚤纸 150 张，每室 5张，晚放晨取检蚤，蚤分类鉴定，计算地面游离蚤指

数。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固定监测点，检验黄鼠 200～50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检验黄

鼠 100 只以上；对采集的蚤（蜱）全部分类，除少量留做标本外，均做细菌学检

验，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10～20 只/组）进行鼠疫菌分离培

养和动物试验。面区监测，以检验病死鼠为主。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方法。固定监测点，检验黄鼠血清 300～600 份；

流动监测点，每点检验黄鼠血清 100 份以上；面区监测，以乡（镇）为单位，检

验一定数量的黄鼠血清。 

2．旱獭（喜玛拉雅旱獭、灰旱獭、长尾旱獭、蒙古旱獭）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5～9 月。固定监测点，监测范围 20000～

40000hm
2
，收集可检材料外扩 20km；流动监测点 10000～20000hm

2
，收集可检材

料外扩 10km。 

（2）绘制地理生境图：以地貌、植被、旱獭数量三项指标划分生境，绘制 1：

10000 比例尺生境分布图。 

（3）宿主动物监测： 

①旱獭数量：固定监测点 5月和 7月各监测一次；流动监测点每个点监测一

次。用路线法调查旱獭数量，步行、骑马、汽车直线或曲线，视野宽度一般以每

侧 50m 为宜，路线长度步行 1小时 3km，骑马 1小时 5km，汽车则按里程表计算，

最后换算出 1hm
2
内旱獭密度。固定监测点，每次调查不少于 5条路线，每条路线

距离不少于 5公里，调查面积不少于 250hm
2
；流动监测点，每点不少于 2条路线，

调查面积不少于 100hm
2
。 

②野外夜行鼠数量：固定监测点，每月选择 2～3 种主要生境，以白面油饼

为诱饵，用 5m 夹线法，每月布夹不少于 600 夹次。流动监测点，每点选择 2 种

主要生境，按 5m 夹线法，每点布夹不少于 200 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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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介监测： 

①旱獭体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检獭不少于 20 只，全年检獭不少于 100 只。

流动监测点，每点检獭不少于 10 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旱獭洞干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探洞干不少于 50 个，全年探洞干不少于

200 个；流动监测点，每点探洞 30 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③其他动物体蚤：对捕获的小型鼠类和其他动物检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

数和染蚤率。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固定监测点，检验旱獭数量不少于 10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检

验旱獭不少于 20 只。对所收集到的动物体外寄生物，除少量留做标本外，均做

细菌学检验，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10～20 只/组）进行鼠疫

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面区监测以病死獭为主。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方法。固定监测点，抽检旱獭血清 100～200 份，

犬血清 50～100 份。流动监测点，每点至少完成旱獭血清 20 份，犬血清 30～50

份。面区监测，在重点地区检验一定数量的犬血清，必要时开展一定数量的藏系

绵羊血清学监测；对腐败的动物材料，应做反向血凝试验。 

3．长爪沙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4～11 月，以 4～5月和 10～11 月为监测

重点。固定监测点，监测范围 10000～20000hm
2
,收集可检材料可外扩 10km。流

动监测点，监测范围 2500hm
2
，收集可检材料可外扩 5km。 

（2）地理生境调查：用路线踏查法描述地形形态和测绘生境面积，以地貌、

植被、土壤、主要宿主动物数量等划分生境，绘制 1∶10000 比例尺监测区地理

生境图，计算各类生境面积。 

（3）宿主动物监测： 

①长爪沙鼠数量：固定监测点，按监测区各类生境面积 0.2～0.5%分层抽样，

4～5月和 10～11 月各调查一次；流动监测点，按监测区各类生境面积 0.5%分层

抽样，每个点调查一次；以 1hm
2
为单元 24 小时弓形夹法，计算长爪沙鼠数量。 

②野外夜行鼠类数量：固定监测点，每旬选 2种主要生境，以白面油饼为诱

饵，用 5m 夹线法，每月调查不少于 600 夹次；流动监测点，每点调查不少于 200

夹次，计算捕获率。 

（4）媒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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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鼠体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检活体沙鼠 20～5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检

活体沙鼠 20 只以上，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巢穴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挖有效巢穴不少于 10 个；流动监测点，每点

挖有效巢穴不少于 5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固定监测点，每点用细菌学方法检验动物 300～500 只；流动监

测点，每点检验动物不少于 100 只；对采集的蚤（蜱）全部分类，除少量留做标

本外，均做细菌学检验，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10～20 只/组）

进行鼠疫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时，扩大搜索范围，

增加检验数量。面区监测，以大面积搜索自毙鼠进行细菌学检验为重点。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方法。固定监测点，检测鼠血清不少于 100 份，

以主要宿主和高抗性鼠类为主要监测对象。流动监测点，对扑获的活鼠全部进行

血清学检验。 

4．布氏田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4～10 月。 固定监测点，监测范围不小于

10000hm
2
，收集可检材料可外扩 10km；流动监测点，监测范围 2500hm

2
，收集可

检材料可外扩 5km。 

（2）地理生境调查：用路线踏查法描述地形形态和测绘生境面积，以地貌、

植被、土壤、主要宿主动物数量等划分生境，绘制 1∶10000 比例尺监测区地理

生境图，计算各类生境面积。 

（3）宿主动物监测： 

①布氏田鼠数量：固定监测点，按监测区各类生境面积 0.2%分层抽样，4～

5月和 8～9月各监测一次；流动监测点，按监测区各类生境面积 0.2%分层抽样，

每个点监测一次；以 1hm
2
为单元 1日布夹法。 

②野外夜行鼠类：固定监测点，每旬选 2种主要生境，以白面油饼为诱饵，

用 5米夹线法，每月调查不少于 600 夹次；流动监测点，每点调查不少于 200 夹

次；捕获鼠分类，计算捕获率。 

（4）媒介监测： 

①鼠体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检活体田鼠 50 只以上；流动监测点，每点检

活体田鼠 30 只以上；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巢穴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挖有效巢穴不少于 10 个；流动监测点，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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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有效巢穴不少于 5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固定监测点，每点用细菌学方法检查宿主动物不少于 500 只；

流动监测点，每点用细菌学方法检查宿主动物不少于 100 只。对采集的蚤（蜱）

全部分类，除少量留做标本外，均做细菌学检验，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

地点分组（10～20 只/组）进行鼠疫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当发现有鼠疫流行

病学指征时，扩大搜索范围，增加检验数量。面区监测，以大面积搜索自毙鼠为

重点。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试验方法。固定监测点，检测鼠血清不少于 100

份，以高抗性鼠类或动物为主要监测对象。流动监测点，对扑获的活鼠全部进行

血清学检验。 

5．齐氏姬鼠、大绒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1～12 月，以 3～8 月和 12 月为重点。固

定监测点，以 1个重点行政村（办事处）为单位，在半径 5km 内每月开展监测工

作。流动监测点，在全县（市）范围内每月选 1个乡（镇）中的 1个行政村（办

事处）作为 1个点，每年不少于 12 个点。 

（2）地理景观调查：用路线踏查法，描述地形形态，绘制 1:10000 比例尺

生境图，用方格法计算各类生境面积。 

（3）宿主动物监测： 

①鼠密度：固定监测点，野外选择菜园、耕地、灌木丛三种生境，用 5m 笼（夹）

线法，每月每种生境布放 300 笼（夹）次，根据捕获率测定鼠密度；室内在居民住

宅区选择 20 户，每户室内布放 5个笼（夹），每月布放 300 笼（夹）次，根据捕获

率测定鼠密度。流动监测点，每月选择一个行政村，选择室内、菜园、耕地、灌木

丛四种生境，分别布放 200 笼（夹）次，根据捕获率测定鼠密度。 

②宿主动物种群：固定监测点和流动监测点，每点每监测月捕获 30～50 只

鼠类，计算鼠种构成比。 

（4）媒介监测： 

①鼠体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梳检活鼠 20～3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梳检

活鼠 10～20 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鼠巢蚤：固定监测点，每月挖鼠巢 5个，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流动监测

点，各省（区）根据本地区情况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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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室内地面游离蚤：根据流行病学指征，必要时进行调查。一般每月布放粘

蚤纸 150 张，每间 5张，晚放晨取检蚤，计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用鼠疫细菌学方法。固定监测点，每月收集鼠类不少于 50 只（包

括病死动物），全年检测样本不少于 600 只。流动监测点，每点收集鼠类 30～50

只（包括病死动物），全年检测样本 400～600 只。监测中收集的蚤类按同一寄主，

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5～10 只/组）进行鼠疫细菌学检验。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检验方法。固定监测点，每月采动物血清 20～

30 份，全年检测动物血清不少于 300 份；不明原因死鼠和腐败材料应做反向血

凝检验。流动监测点，每月每点检验鼠类血清 20～30 份，全年不少于 200 份。 

6．黄胸鼠（家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1～12 月为鼠疫监测期。 

①动物鼠疫流行地区：固定监测点，选择一个乡（镇），以监测点为中心半

径 5km 范围内每月开展监测工作。流动监测点，在全县（市）范围内每月选一个

乡（镇）中的一个行政村（办事处）1-2 个自然村（街道）作为一个点，每年不

能少于 12 个点。 

②非动物鼠疫流行地区：固定监测点，选择一个乡（镇），以监测点为中心

半径 5km 范围内每月开展监测工作。流动监测点，全年或在鼠疫流行高峰季节，

在全县（市）范围内每月选一个乡（镇）中的一个行政村（办事处）作为一个点，

每年选择 5～8点开展鼠疫监测工作。 

（2）监测区图：以监测点为中心，用当地行政区图为底图，放大 1:10000

比例尺的监测区范围图。 

（3）宿主动物监测： 

①鼠密度：固定监测点：室外（野外）鼠密度，用 5m 笼（夹）线法，每月

连续布放 3天，每天 100 笼（夹）次，根据捕获率计算室外鼠密度。室内鼠密度

监测，在居民住宅区，选择 20 户，每户室内布放 5个笼（夹），每月连续布放 3

天，每天 100 笼（夹）次，根据捕获率计算鼠密度。流动监测点鼠密度监测方法

及数量同固定监测点。 

②宿主动物种群：固定监测点和流动监测点，每点每监测月捕获 30～50 只

鼠类，计算鼠种构成比。 

（4）媒介监测： 



 10

①鼠体蚤指数：固定监测点，每月梳检鼠类及其他鼠型动物 30～50 只；流

动监测点，每月梳检 20 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和染蚤率； 

②室内地面游离蚤：固定监测点，在居民区内每月布放粘蚤纸 150 张，每

室 5张，晚放晨取检蚤；流动监测点，每点在居民区内布放粘蚤纸 150 张，每室

5张，晚放晨取检蚤，蚤分类鉴定，计算地面游离蚤指数。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在动物鼠疫流行地区，每月或每点用鼠疫细菌学方法检查各种动

物 30～50 只，全年不少于 500 只；在非动物鼠疫流行地区，每月或每点用鼠疫

细菌学方法检查各种动物 20～30 只，全年不少于 300 只；监测中获得的蚤全部

按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同一地点分组（5～10 只/组）进行鼠疫细菌学检验。

面区监测，以病死鼠为重点监测对象。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试验或放免试验方法，如果检出放免阳性标本，

必须进行间接血凝试验加以确证。在动物鼠疫流行地区，每月或每点采动物血清

20～30 份，全年 200～300 份。在非动物鼠疫流行地区，每月或每点采鼠血清不

少于 30～50 份，全年 500～1000 份。 

7．青海田鼠疫源地 

（1）监测时间及范围：监测时间 5～9月。以监测点为中心，监测面积 10000～

20000hm
2
，收集可检材料可外扩 10km。 

（2）景观调查：以地貌、植被、田鼠数量三项指标划分地理生境，绘 1:10000

比例尺生境分布图。 

（3）宿主数量监测 

①青海田鼠数量：用 12 小时夹日法，按监测区各类生境面积 0.2%～0.5%

比例分层抽取样方。在鼠密度≥100 只/hm
2
时，以 0.25hm

2
为单元；在鼠密度＜

100 只/hm
2
时，以 1 hm

2
为单元。全年不少于 20 个样方。 

②野外夜行鼠调查：在调查期间，以白面油饼为诱饵，以月为单位，选择有

代表性的 2～3种生境，每月不少于 300 夹次。 

③青海田鼠生态学观察：6～8 月，每月观察 50 只以上青海田鼠的鼠龄、性

别，并观察 50 只繁殖雌鼠的胎斑数、幼仔数。 

（4）媒介监测 

①青海田鼠体蚤：每月梳检青海田鼠 30～50 只，蚤分类鉴定，计算蚤指数

和染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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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青海田鼠巢穴蚤：每月挖青海田鼠有效巢 5～10 个，蚤分类鉴定，计算

蚤指数和染蚤率。 

（5）病原学及血清学监测 

①病原学：用鼠疫细菌学方法，全年检验青海田鼠 200～300 只；对获得的

蚤全部分类，按同一地点、同一寄主、同一蚤种分组（10～20 只/组）进行鼠疫

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 

②血清学：用鼠疫间接血凝方法，检验青海田鼠血清 100～200 份，抽检牧

犬血清 30－50 份，必要时对藏系绵羊进行血清检验，对腐败的动物材料应做反

向血凝试验。 

四、监测系统的组成与职责 

（一）鼠疫监测系统的组成：由国家、省、市、县各级疾控机构组成 4级鼠

疫监测网络。 

（二）职责 

1．国家级疾控机构：提出全国鼠疫监测计划、方案，监测和疫情等资料汇

总、分析、上报和反馈；组织鼠疫监测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承担全国

鼠疫防治和监测相关工作的技术指导，组织实施国家级鼠疫监测点的技术管理工

作；为拟定鼠疫防治监测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规划提供科学依

据；承担全国鼠疫防治监测专业技术骨干及培训师资的相关培训工作。  

2．省级疾控机构：提出本省（区）鼠疫监测计划、方案，负责监测和疫情

等资料的汇总、分析、上报和反馈；承担对地（市、州、盟）及县（市、旗）鼠

疫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承担本省内国家级鼠疫监测点技术指导工作，承担省级

固定监测点监测及指导检查工作；承担本省（区）监测过程中鼠疫菌株的复判与

鉴定，对分离获得的鼠疫菌株按规定送国家鼠疫菌种保藏机构；负责本省（区）

血清阳性标本的确证工作；承担本省（区）鼠疫防治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关培训工

作。 

3．市级疾控机构：根据上级鼠疫监测方案或计划，提出本地区鼠疫监测计

划；指导检查下级鼠疫监测工作，对监测资料进行汇总、分析、上报、反馈；必

要时，在鼠疫疫情较重、疫源地范围较大、县级疾控机构薄弱的地区设立固定或

流动监测点，独立或协助县级完成鼠疫监测工作；经省级疾控机构授权，负责本

辖区血清阳性标本的复判。 

4．县级疾控机构：具体承担本辖区的鼠疫监测工作，按照上级鼠疫监测计



 12

划要求完成具体的鼠疫监测工作任务；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监测点并具

体实施鼠疫监测工作，对监测资料进行汇总上报。 

5、乡村卫生院（所）：负责本辖区疑似鼠疫病人及病死鼠的上报；协助县

级疾控机构开展鼠疫监测工作。  

五、资料收集、分析、反馈 

（一）收集内容 

1．基本情况：包括监测县名称、疫源地类型、疫源地面积、监测点名称、

监测面积等。 

2．宿主动物：以县为单位，上报宿主动物调查面积、捕鼠数、鼠密度；小

型鼠（夜行鼠）调查布夹数、捕鼠数、捕获率，捕获动物种类。 

3．鼠疫媒介：以县为单位，上报包括鼠体蚤（洞干蚤、巢穴蚤）的调查数

量、染蚤鼠（洞干、巢穴）数量、获蚤只数、染蚤率、蚤指数、获蚤种类。 

4．病原学及血清学：以县为单位，上报检验动物数量、种类、阳性动物数

量、种类。 

5．人间鼠疫疫情：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民族、住

址、染疫地区、发病经过及主要体征、判定日期、治疗经过、转归及其时间。 

6．动物鼠疫疫情：染疫动物（昆虫）种类、名称、发现地点、日期、判定

日期等。 

（二）资料收集流程 

1．人间鼠疫疫情 

（1）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的规定，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鼠疫病例、疑

似病例相关信息。同时以最快速度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控机构。 

没有条件进行网络直报的鼠防专业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在

发现鼠疫病例、疑似病例时，应以最快速度报告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由属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鼠疫

病例、疑似病例相关信息。 

（2）疾控机构在收到或报告传染病报告卡后，还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鼠疫

防治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病例的详细信息。 

2．动物间鼠疫疫情：省级疾控机构为报告单位，以鼠疫疫鼠（獭）、疫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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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检验报告卡的形式，每月向中国疾控中心鼠布基地报告一次鼠疫疫情情况，

如发生动物鼠疫大流行、局部暴发流行，或在城市、重大建筑工程及其交通枢纽

出现动物鼠疫流行时，应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中国疾控中心鼠布基地通报疫情情

况。 

3．鼠疫监测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宿主动物、昆虫媒介、病原学及血清学

监测数据，以总结形式按年上报到中国疾控中心鼠布基地。 

六、保证措施 

（一）鼠疫监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各级主管部门必须加强领导，纳入议事

日程，对监测所需经费、器材及交通工具给予保证。国家鼠疫监测点每年补助工

作经费 8～12 万元，各省（区）亦应增加所辖鼠疫监测点工作经费的补助。 

（二）各级疾控机构，按要求配齐监测点人员（流行病、生物、检验），固

定岗位，监测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上级业务单位要加强对下级单位的技术指导

与培训。 

（三）监测人员要树立严格、严密、严肃的科学作风，开展监测的质量控制，

不断提高监测水平。 

（四）各级监测单位，每年要全面掌握有关资料，做到数据准确，图表清晰，

认真总结分析，对主要监测指标及防治措施提出评价。使监测的管理、监测评价

逐步达到科学化与规范化。 

（五）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监测方案及实

施细则。 

（六）各省监测总结每年于 12 月底（南方家鼠疫源地于次年 1 月底）报中

国疾控中心鼠布基地。 

（七）《全国鼠监测方案实施细则》、《血清学质量控制》及监测报表由中国

疾控中心制定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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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设置规划 

在 11 类疫源地 18 个疫源省（区）设国家级鼠疫监测点 40 个，其中喜马拉

雅旱獭疫源地 11 个；黄胸鼠疫源地 10 个；达乌尔黄鼠疫源地 6个；长爪沙鼠疫

源地 5个；灰旱獭疫源地 2个；布氏田鼠、青海田鼠、齐氏姬鼠、长尾旱獭、蒙

古旱獭、阿拉善黄鼠疫源地各设 1个。具体设置： 

一、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科右中旗、正镶白旗乌宁巴图监测点（由锡盟地

病中心完成） 

辽宁省：  建平县 

吉林省：  镇赉县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二、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以鄂尔多斯市疾控中心为主，鄂托克前旗疾控

中心参与完成）、四子王旗（以乌兰察布市地病中心为主，四子王旗疾控中心参

与完成）、苏尼特右旗 

河北省：康保县 

陕西省：定边县（以陕西省疾控中心为主，定边县疾控中心参与完成） 

三、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 

甘肃省：阿克赛县、夏河县、肃南县西水监测点（由张掖市疾控中心完成） 

青海省：乌兰县、格尔木市、玉树县结古镇监测点（由玉树州疾控中心完成）、

共和县（由海南州疾控中心完成）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拉萨市、山南地区，西藏鼠疫监测以地区疾控中心

为主，各县参与完成 

新疆自治区：和田县（由和田地区疾控中心完成） 

四、帕米尔高原长尾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 

新疆自治区：乌恰县（由克州地病所完成） 

五、天山山地灰旱獭、长尾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新疆自治区：呼图壁县、精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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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宁夏自治区：海原县 

七、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 

八、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以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为主，满洲里市疾控中心

参与完成） 

九、滇西山地齐氏姬鼠、大绒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云南省：剑川县 

十、滇西山地闽广沿海居民区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云南省：瑞丽市、景洪市、耿马县、砚山县、弥勒县 

广西自治区：隆林县 

广东省：廉江市 

福建省：南安市 

浙江省：庆元县 

贵州省：兴义市 

十一、青藏高原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四川省：石渠县（以甘孜州疾控中心为主，石渠县疾控中心参与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