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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办发〔2023〕99号

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行政委员会，市政府各局、委、办，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市属各企事业单位：

《格尔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23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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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

为全力做好巩固国家卫生市成果和建设健康城市试点工

作，进一步有效控制鼠、蝇、蚊、蟑的密度，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21版）》

及《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结合 2022年病

媒生物防制工作评估结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 2023年病媒生物防制消杀药

品和消杀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或竞争性磋商采购，扎实开展除“四

害”各项工作，使“四害”密度控制水平达到《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2021版）》要求，持续推进健康城市试点工作，确保顺

利通过国家卫生市复查。

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范围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巩固国家卫生市成果总体安排部署，

结合历年病媒生物防制实际，今年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范围确定

如下：

（一）以主要中心建城区为基础，东至河东农场三队（含

高科技园区，红柳村，园艺场 5个生产队，916电台，河东农场

一队、二队、三队及周边区域），西至原西出口收费站（含胡

杨社区、中村、西村、76旅驻地），南至高速公路交叉处（含

长江源村、物流园区、六子湖、曲麻莱村、汽车 2旅驻训点），

北至北出口（215国道、察格高速公路）的城市建成区及村庄（含

小岛村、新华村、城北村、盐桥村、众祥村、中源村、和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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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苑村、富源村、民康村），涵盖新区、河滩地区等重点区域。

（二）金鱼湖旅游景区、机场（军航站）及机场旁空勤部

队等区域。

（三）察尔汗工行委办公区及盐湖旅游景区、盐湖各企业

周边。

（四）大格勒乡政府周边和 4个村庄等区域。

（五）应急消杀点涵盖五子湖旅游景区、无极龙凤宫、318
汽车营地、各驻格部队、东西大滩驻训部队以及重点旅游景区

（点）。

三、工作职责

（一）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领导小组。为加强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格尔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成员由各城区行委、昆仑经济开发区、

市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部门和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驻格尔木办事处、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

车务段、格尔木机场分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其主要负责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部门职责。

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病媒生物防制消杀药物及消杀

服务采购工作；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实施、

监督检查；按照《青海省医疗卫生机构病媒生物防制实施方案

的通知》要求，对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及公共场所进行

监管、实施和达标工作。确定 1—2家定点医疗机构并公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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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当发生人畜误食大量消杀药物时给予及时抢救；负责开

展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专业培训、技术指导和消杀前后监

测工作。

2. 市财政局：负责格尔木市病媒生物防制资金保障工作。

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市集贸市场、药店、食品店、

各类餐饮、食品加工、饮食店、食堂、副食店、酿造厂等“四

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4. 市公安局：协调做好单行道消杀车辆喷洒作业通行工作。

5.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改建、扩建、续建、新

建项目工地和物业管理小区“四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

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协调做好各项目工地、小区等区

域消杀车辆喷洒作业通行工作。

6. 市水利局：负责全市河道“四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

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7. 市工业商务科技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市商场超市、各类

加油站、废旧物资回收站及在建集贸市场“四害”孳生地的清

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8.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负责全市各类屠宰场、饲料厂“四

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9.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垃圾填埋场、公厕等

“四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协调做好早市消杀车辆喷洒作业通行工作。

10. 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本部门管理范围内全市建成区绿

化带、公共绿地、湿地等“四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

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 5 ——

11.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市汽车站、修理厂、汽配城等“四

害”孳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协

调做好以上区域消杀车辆喷洒作业通行工作。

12.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沟通协调营旅级部队驻训点相

关灭蚊事宜。

13. 西城区行委、格尔木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做好新增区域（916电台，河东农场一队、二队、

三队及周边区域，曲麻莱村）及六子湖病媒生物防制宣传工作，

协调做好消杀车辆喷洒作业通行工作。

14. 察尔汗行委、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协助消

杀公司对察尔汗盐湖景区开展消杀工作，做好宣传、督促和孳

生地的清理整治工作；协调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喷洒车辆的通行

工作。

15. 各行政委员会：负责各居民小区和辖区单位“四害”孳

生地的清理和病媒生物防制监管、实施、达标工作。

16. 市政府各委、办、局：负责组织本系统开展灭鼠投药和

灭蝇、灭蟑工作，达到全面覆盖、饱和投药的要求；驻格各单

位和驻军（警）部队要按照市政府要求统一部署行动，安排专

人负责，按时领药，按时投药，鼠密度和防鼠合格率、蝇密度

和检测合格率要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17. 特殊行业及窗口单位（粮食、食品加工、饮食摊点、

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商店等）：要高度重视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认真落实并接受专业部门的技术指导。

18. 市融媒体中心：负责做好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宣传。

（三）格尔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技术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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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技术指导，确保用药安全，成

立病媒生物防制技术指导小组，组长由市疾控中心分管负责同

志担任，成员由市疾控中心相关业务人员组成。

工作职责：负责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技术指导，科学

合理指导灭鼠、灭蝇、灭蚊、灭蟑方法，对鼠、蝇、蚊、蟑消

杀前后的密度进行科学监测，及时分析和整理监测结果，科学

评价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报监

测评估技术报告。

四、病媒生物重点孳生地

（一）鼠类孳生地。农贸市场、餐饮店、宾馆、食品店、

食堂、食品加工厂、屠宰场、粮库、饲料厂、医院、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垃圾收集站、废旧物品收购站（点）、公路两

侧绿化带、铁路沿线两侧等重点区域。

（二）蝇类孳生地。垃圾中转站、公厕（旱厕）、化粪池、

餐饮店后厨及后厨垃圾桶、屠宰场（牛、羊、家禽）、农家乐、

城乡结合部垃圾收集点、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街道果皮

箱、食堂、农贸市场、蔬菜批发市场等重点区域。

（三）蚊虫孳生地。各单位、小区污水检查井、污水管道、

暖气检查井、化粪池（含渗水井）、旱厕内；市区道路绿化用

水积存在水渠涵洞的积水；无饲养观赏鱼的景观喷泉；城市周

边因地下水位上升产生的死水洼地（河滩片区、八一农场、水

上公园、儿童公园、园艺公司高科技园、金鱼湖等）；城市道

路两侧绿化带及排水井等区域。

（四）蟑螂孳生地。垃圾收集站、餐饮店后厨及食品仓库、

糕点加工店、下水井口、宾馆、食品加工厂、医院、超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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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市场、食堂、洗浴中心、理发美发店等重点单位。

五、病媒生物防制形式

（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

行）》要求，合理制定《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病媒生物

防制消杀药品及消杀服务采购预算》，经市财政局同意后，对

消杀药品及消杀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确定药品供货商及服务主

体，签订药品购销及服务购买合同，扎实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消杀工作进行中，由市疾控中心或委托第三方病媒生物防

制专业机构对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专业评估。

（二）2023年开始将城市周边各村涵盖入消杀范围，消杀

面积增大，为保障消杀效果，消杀服务采用分标段公开招标（市

区和周边）采购方式进行。

六、病媒生物综合防制措施

（一）鼠类防制。

1. 环境防制。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整治环境卫

生，清除垃圾卫生死角，消除鼠类孳生场所，断绝鼠食、水源。

2. 物理防制。通过硬化地面，堵塞鼠洞，放鼠夹、粘鼠板、

人工捕打等降低鼠密度，达到防治效果。重点单位的门窗、仓

库通气孔处，仓库门应做 50—80cm高的防鼠板，表面要光滑（用

雪花铁皮包裹），窗户及通气孔要放上（安装）防鼠铁丝网。

硬化地面和墙裙，防止老鼠打洞。

3. 化学防制。使用抗凝血灭鼠剂毒饵及鼠肠道梗阻药物。

毒饵必须投放到老鼠经常活动的墙根，用投饵器放置鼠药，鼠

密度高的行业每隔 1米投放一处，一般房间以 15平方米计算，

每间房投放 3处，每处 15—20克；外环境（包括公路铁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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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绿化带及草场空地等）按照老鼠经常活动的区域，合理放

置毒饵站和毒饵；地沟、暖气管道每 3米投放一处；下水道各

检查口放一处毒饵。毒饵投放后，要每天检查一次，并补充毒

饵，原则上“吃多少补多少，吃光加倍”，连续投药 4天以上，

直到毒饵饱和没有消耗为止。投药时要带上手套，用小勺取毒

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误食敌鼠钠盐、溴敌隆毒饵时，可用

维生素 K1解毒。

4. 灭鼠技术要求。

（1）室内投放 0.005%溴鼠灵诱饵，室外（绿化带、河流

两岸）投放 0.005%溴鼠灵饵剂（蜡丸）。

（2）灭鼠投药采用一周四次隔日饱和投饵法，室内平均 5
平方米投放一堆，每堆 5克（特殊行业 10克），外环境至墙根

15米左右投放一堆。第一天投放后次日观察，按“吃多少补多

少，吃光加倍”的原则投药。

（3）人防工程、暖气管道、下水道口、保鲜菜库、鸡窝、

畜圈在确保安全情况下采用多种方法投药。楼房原则上只给二

层以下投药。

（4）全市灭鼠投药员培训工作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

具体实施，培训的各单位投药员要亲自投饵到位，不得将毒饵

交给户主自投，不许遗漏任何房间和地板，要严格掌握投药量。

室内和外环境投药达到三率：即覆盖率、到位率、残饵保留率，

使其均达 100%。

（5）各单位必须自制或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取足够的毒

饵盒（站），外环境至墙根 15米左右要用砖和水泥制作永久性

的毒饵盒（站），特殊行业、窗口单位不使用毒饵盒（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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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不予验收。

（6）灭鼠使用的是对人畜较安全、低毒的溴鼠灵药物，对

人畜不产生二次中毒。但为了确保安全，市人民医院及郭勒木

德中心卫生院要储备一定数量的特效解毒药维生素 K1，一旦发

现人畜误食大量的药物时给予及时抢救，市人民医院和郭勒木

德镇中心卫生院相应成立医疗抢救小组，并公示咨询电话。

（7）各部门、各单位要计算出灭鼠、灭蝇、灭蟑用药量，

按通知要求及时领取，确保全市统一时间投放灭鼠药物，对发

现死鼠尸体用含氯消毒液消毒后远离水源地进行深埋或焚烧处

理，确保不发生人畜中毒事故。

（8）各行委、办事处、乡（镇）及系统灭鼠机构要在投药

前按要求（每名投药员调查所投药范围的 1/3户）填报好鼠密度

调查表，调查结果以办事处、乡（镇）为单位报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消杀科，对未做消杀前后密度调查的一律不予验收。

（9）各部门、各单位对领取的鼠药，要指定专人（参加专

业培训人员）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培训班培训要求负责组织投放，

不得滞留、囤积。

5. 鼠药领取。为了防止使用不明原因或剧毒鼠药造成损害，

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病媒生物防制效果，要严格执行

《国家病媒生物防制控制水平》规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

方案要求通知全市商场超市、餐饮商户、药店、集贸市场举办

者领取病媒生物防制药物；东城区行委、西城区行委、察尔汗

行委按照方案要求通知辖区单位领取病媒生物防制药物；市工

业商务科技和信息化局按照方案要求通知全市各级各类废品收

购站点领取病媒生物防制药物；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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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方案要求通知垃圾填埋场及公厕相关管理人员领取病媒生物

防制药物。全市病媒生物防制药物统一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

取。

（二）蝇类防制。

1. 环境卫生整治。结合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加强宣传教育，

利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灭蝇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措

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清除垃圾和环境卫生整治，消

除蝇类孳生的场所；加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对有条件的

楼体实行垃圾道封闭；生活垃圾、污水要做到无害化处理；加

快改厕改水步伐，农村旱厕做到及时清掏，进行卫生填埋覆盖；

宣传使用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切实做到防蝇、防臭、防渗

漏。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加大对公共场所、

宾馆、餐饮服务业及“六小”行业的准入和监管力度，设置防

蝇、防鼠设施，安装纱窗、纱门帘、灭蚊（蝇）灯等，消除苍

蝇孳生场所和隐患，对未能达到国家规定“四害”预防控制标

准的餐饮、公共场所严肃处理。

2. 化学防制。

（1）杀灭幼虫及重点区域成蝇：采取定期向旱厕粪坑内、

粪堆上投放幼尅颗粒剂对幼虫进行灭杀。外环境采用 12%氯氰

氯氟醚可湿性粉剂喷洒绿地、垃圾道口。城市公共区域和垃圾

填埋场、垃圾中转站、公厕（旱厕）等成蝇密集区域采用 12%
氯氰氯氟醚可湿性粉剂进行集中喷洒。

（2）杀灭室内成蝇：室内采用 3.5%—12%氯氰氯氟醚可湿

性粉剂进行滞留面施药，采用喷洒、涂抹、粉刷等方法，将一

定浓度（按说明书）的药量均匀地喷洒或涂抹、粉刷附着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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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滞留面上（墙体、窗户、果皮箱、垃圾斗等表面），当苍

蝇爬行时，通过腿上的肉垫接触吸收药物或通过消化道进食药

物，可接触吸收或进食杀虫剂而死亡。对于餐饮等重要场所采

用粘蝇板等物理方式进行灭杀。

（三）蚊虫防制。

1. 环境治理。对全市蚊虫孳生场所的环境进行彻底改造和

治理，清理其孳生环境。

（1）平整街道两侧绿化带浇灌渠，尽量使水流动，防止产

生死水坑。

（2）对全市城区街道两侧的排水井逐步安装防蚊闸，防止

蚊虫进入下水道孳生繁殖。

（3）清除居民区、单位、机关、企业、学校、医院、餐饮、

公园、宾馆等地方容易孳生蚊虫的小型容器，如罐头盒、瓶子、

轮胎、各类无用的缸和罐等。

（4）各城区牵头，相关部门配合逐步清除和改造建成区内

的旱厕。

（5）治理和维护城市周边农业灌溉用水渠，保持水渠畅通，

防止水外渗形成积水。

（6）加强对景观喷泉的管理，定期更换水体，排净长期不

用景观喷泉的水体。

2. 化学防制。

（1）杀灭蚊幼虫：对全市暂时不能改造的有积水的排水井

（污水井），居民小区、单位院落、景观喷泉、街道两侧绿化

带浇灌渠形成的死水，灌溉水渠两侧形成的积水坑，雨后形成

能长期存在的死水坑等积水投放 5%倍硫磷颗粒剂，每 10 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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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1次。每次下雨后进行重复投药。投放剂量：中度污染水体

按 10—20g/m3，重度污染水体按 20—50g/m3，开放式大面积水

体按 20g/m3进行投放。

（2）杀灭成蚊：应作为蚊虫防制的辅助措施进行，当成蚊

密度较高时采用化学药物车载式常量和超低容量喷洒处理。

①室外处理：

a.常量滞留喷洒和超低容量喷洒：对东至河东农场三队、西

至格尔木河河堤、南至南出口收费站、北至北出口（察格高速

公路）的城市建成区街道两侧、公园、各居民小区等的绿化带

用 7.5%—12.5%高效氟氯氰菊脂悬浮剂进行灭蚊药物的喷洒。

对市区周边使用 3.5%—12%氯菊四氟醚乳油进行喷洒。

b.烟雾处理：对大面积草坪、居民小区及单位院内下水井等

使用 1.7%—2%高氯残杀威杀虫热雾剂进行烟雾处理。

②室内处理：对蚊虫密度较高的室内每月用 7.5%—12.5%
高效氟氯氰菊脂悬浮剂进行滞留喷洒。按 40—100ml/m2喷洒室

内墙壁、天花板、衣柜背面等。

3. 生物防制。相关部门要对儿童公园、将军楼主题公园、

湿地公园城市周边大型水塘内投放柳条鱼、鲤鱼等鱼种，以降

低人工湖内蚊幼虫密度。

4. 个人防护。

（1）用 0.03—0.05g/m2氟氯氰菊酯浸泡蚊帐，可杀死停留

在蚊帐上的蚊虫或阻止蚊虫隔帐叮人吸血。

（2）到野外工作或活动时可在暴露皮肤涂抹趋避剂，防止

野外孳生蚊虫叮咬。

（四）蟑螂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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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防制。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利用环境卫生整治

日及环境综合整治活动进行室内和外环境卫生大扫除，保持室

内整洁，认真清除蟑螂栖息场所，在重点部位搜捕蟑螂及卵鞘；

清除垃圾和废弃物，减少蟑螂的食物和栖息场所，认真清理单

位、住户、餐饮店的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清除灶台、桌

面、菜柜板上的油物，不留食物残渣，过夜的食品密封存放，

晚上关好水龙头；清除栖息场所，堵洞抹缝，墙缝的缝隙、孔

洞、砖缝用水泥填补；修补门窗，对门窗上的缝隙进行修补，

合理装置纱窗纱门；室内的下水道开口用丝网盖牢，以防蟑螂

从阴沟爬入室内；用粘蟑盒粘捕，将粘捕盒上的粘捕纸撕去，

中间放新鲜面包渣，晚上放到蟑螂经常活动的场所进行粘捕；

在早春和冬季进行人工捕打；对蟑螂经常活动的场所用开水直

接浇灌各处的缝隙和孔洞，杀死隐藏的蟑螂和卵鞘。

2. 化学防制。采用 0.05%氟虫腈杀蟑胶饵（小园型）、2.15%
—2.5%吡虫啉杀蟑胶饵和粘蟑板等对蟑螂栖息的夹缝、空隙和

孔洞涂抹或放置粘蟑板等进行灭杀。

七、病媒生物防制质量标准指标

（一）城市建成区防制范围内“四害”控制标准达到《国

家卫生城市标准（2021版）》考核要求；蚊、鼠、蝇、蟑四害

密度分别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

平蚊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鼠

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蝇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蜚蠊》标准；

群众满意率达 90%以上。

（二）农村地区及旅游景区防制范围内“蚊”密度控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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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21版）》考核要求。

（三）应急防制点在人流及旅游高峰期蚊虫得到有效控制，

蚊密度大幅降低。

八、病媒生物防制考核标准

（一）灭鼠标准。

1. 15平方米标准房间布放 3个粉块，一夜后，重点单位阳

性粉块不超过 1%，一般单位不超过 2%，居民住宅不超过 3%。

目测法检查，有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不超过 2%。

2. 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 5%。

3. 外环境累计 2000平方米，鼠迹不超过 5处。

（二）灭蝇标准。

1. 重点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 1%，其它单位不超过 3%，平

均阳性房间不超过 3 只，重点单位防蝇设施不合格房间不超过

5%，加工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场所不得有蝇。

2.蝇类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 3%。

（三）灭蚊标准。

1. 居民住宅、单位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幼虫和

蛹的阳性率不超过 3%。

2. 用 500ml收集勺采集城区内大中型水体中的蚊幼或蛹阳

性（检出）率不超过 3%，阳性勺内幼虫或蛹的平均数不超过 5
只。

3.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 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不超

过 1只。

（四）灭蟑标准。

1. 室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能超过 3%，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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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房间大蠊不超过 5只，小蠊不超过 10只。

2. 有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 2%，平均每间不超过 4只。

3. 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 5%。

九、病媒生物防制作时间安排

总体防制时限为：2023年 4月 10日至 2025年 10月 30日。

（一）灭鼠。

2023年 4月全市统一投放鼠药（具体投药时间通过媒体向

社会公布），连续投药 20天。各投药单位安排专人每天督促落

实鼠药投放是否达到饱和量，并建立检查记录。负责市区消杀

工作的服务公司对市区公共区域进行毒饵站的摆放和投药。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市餐饮业、公共场所等重点

区域内鼠药投放落实情况进行分组督导，对未按要求投药的，

以书面形式下达督导通知。

（二）灭蚊。

1. 灭蚊幼虫及越冬成蚊：2023年 4 月 10 日至 5月 1 日、

10月 1日至 30日，每隔 10天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范围内的重

点蚊幼虫孳生地投放 1次 5%倍硫磷，并对工作污水井、下水管

道、取暖管道等越冬成蚊使用 0.6%右旋苯醚•四氟醚菊酯杀虫烟

雾剂进行喷雾灭杀。

2. 灭成蚊：2023 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天 1次（早

晨：6:00—9:00，傍晚 7:00—10:00）对建成区防制工作范围内

的七纵七横公路两侧、公园等绿化带用 12.5%高效氟氯氰菊脂

悬浮剂进行常量喷洒；对市区周边（金鱼湖、园艺公司高科技

园、机场路、新区、盐湖湖区等）使用 3.5%氯菊四氟醚乳油进

行喷洒，每 7天覆盖 1次（早晨：6:00—9:00，傍晚 7: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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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日至 9月 30日，用 5%氯菊•四氟醚水乳剂对

城区周边重点区域及旅游景区等防制点进行超低容量喷洒（早

晨 6:00—9:00，傍晚 7:00—10:00），确保每周覆盖 1次。

（三）灭蝇、灭蟑。

2023年 7月 1日至 9月 1日，集中对防制工作范围内各垃

圾中转站、公共场所、餐饮行业等孳生地进行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