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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本文件由辽宁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纯玉、丁俊、张家勇、张倩。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金枫街168号，联系电话：

024-2337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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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臭虫防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臭虫防制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密度调查方法、防制技术及效果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场所的臭虫预防和控制行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8321.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一)
GB/T 27775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城镇

GB/T 31721 病媒生物控制术语与分类

WS/T 692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臭虫

SN/T 1123 帐幕熏蒸处理操作规程

DB 12/T 587 臭虫防制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臭虫 bed bug

昆虫纲半翅目臭虫科臭虫属昆虫，为不完全变态昆虫，发育过程分卵、若虫和成虫三个时期。对人

产生危害的种类多为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

3.2

有效粘虫纸 effective glue board

粘到臭虫，或未损坏、未移动且未粘到臭虫的粘纸。

3.3

防虫设施 bedbug-proof facilities

有效隔离和阻隔臭虫接触人体，避免人被叮咬、骚扰的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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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采取综合措施，预防为主，治理环境，科学用药，并鼓励群众参与，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健康。

5 密度调查

5.1 基本原则

应按照WS/T 692标准的要求执行。调查人员需进行专业培训，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5.2 目测法

在监测房间内选择臭虫栖息活动的场所,如床板、床垫（包括其上的孔、洞、缝）、床架、床头、

抽屉等缝隙和家具连接处、桌椅、沙发以及沙发和床周围的家具、孔隙。用手电筒照明，借助放大镜、

镊子、解剖针等工具，采取直接目测、敲击等检查方式，检查并记录每个场所捕获到的臭虫数量和查到

的臭虫迹。检查区域不足 15m2的单独房间按 1间计算，大于 15m2的房间按 15m2为 1间折算。

依据式（1）、式（2）、式（3）和式（4）分别计算臭虫侵害率、密度、密度指数和臭虫迹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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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0% ……（1）

式中：

In ——侵害率；

Np ——有臭虫房间数，单位为间；

Nt ——监测总房间数，单位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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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v ——密度，单位为只每间；

Nc ——监测到的臭虫总数，单位为只；

Nt ——监测总房间数，单位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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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v ——密度指数，单位为只每间或只每床；

Nc ——监测到的臭虫总数，单位为只；

Np ——有臭虫房间数或床数，单位为间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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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4）

式中：

Ip ——臭虫迹阳性率；

Ns ——有臭虫迹的房间总数，单位为间；

Np ——监测总房间数，单位为间。

5.3 粘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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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粘虫（蟑）纸，胶面规格为 170 mm×100 mm。监测时间段，监测房间内宜有人员正常居住，

将臭虫粘纸放置于臭虫经常栖息活动的场所，如床、沙发、桌椅、家具周围等处，床和沙发应在与地面

接触的四个角均放置粘虫纸，每个房间粘虫纸的放置数量根据房间内的家具摆放具体选择。臭虫粘纸放

置 7d。记录捕获臭虫种类及数量。

依据式（5）、式（6）、式（7）和式（8）分别计算臭虫粘捕率、侵害率、密度和密度指数。

� = ��
��
× 100% ……（5）

式中：

T ——粘捕率；

Np ——粘捕到臭虫的臭虫粘纸数，单位为张；

Ne ——有效粘臭虫纸数，单位为张。

�� =
��
��
× 100% ……（6）

式中：

In ——侵害率；

Np ——监测到臭虫的房间数，单位为间；

Nt ——监测总房间数，单位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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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

Ds ——密度，单位为只每张；

Nc ——粘捕到臭虫数，单位为只；

Ne ——有效粘臭虫纸数，单位为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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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中：

Is ——密度指数，单位为只每张；

Nc ——粘捕到臭虫数，单位为只；

Np ——粘捕到臭虫的粘臭虫纸数，单位为张。

6 防制技术规程

6.1 调查与评估

首先，需要定期对臭虫进行监测调查和评估，了解臭虫的分布、密度和危害程度。通过监测，可以

及时发现臭虫的存在，为后续的防制工作提供依据。

6.2 制定方案

根据前期的调查和评估情况，制定具体的臭虫防制方案，方案内容应包含以下内容：

——环境治理

——物理防制

——化学防制



DB21/T XXXXX—XXXX

4

——防制效果评价

6.3 环境治理

6.3.1 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和卫生

定期打扫地面、墙壁和家具，清除灰尘和碎屑，特别注意清洁床底下、家具缝隙和角落等容易藏污

纳垢的地方。定期清理垃圾，保持室内通风良好，经常打开窗户。

6.3.2 封堵可供臭虫孳生的各种缝隙和裂缝

使用密封胶、油灰、石灰、填塞材料或钢丝网等封堵门窗、墙壁、地板、电线管道和家具的缝隙和

裂缝。油灰的配制：石膏300g、桐油75g、松香油125g，加水适量，充分调匀。

6.3.3 防止臭虫入侵

对于外来的行李、衣物、家具等物品，应进行检查和清洁，防止臭虫携带进入室内。特别是臭虫高

发区带回的物品，更要进行仔细检查。注意宠物的卫生，定期给宠物洗澡和驱虫，防止宠物携带臭虫进

入室内。定期检查室内是否有臭虫出现的迹象，如发现及时采取相应的灭虫措施。

6.4 物理防制

6.4.1 人工捕捉

通过敲击床架、床板、炕席、草垫等，将臭虫震下并杀死，或者用针、铁丝等工具挑出缝隙中的臭

虫并将其杀灭。

6.4.2 吸尘器

对臭虫活虫及其尸体，用吸尘器进行收集，吸尘器内的污物在室外进行清理，并将污物密封做好标

记，将刷头浸泡肥皂水，保证无臭虫残留在刷头上；随后持续每天用吸尘器清洁一次沙发、地板、床架、

床垫，直至室温条件下至少 10d内无臭虫危害。

6.4.3 沸水浇烫

臭虫不耐高温，可以用开水将臭虫及其卵全部烫死。对于床架、床板等臭虫容易孳生的地方，可以

搬到室外，用装有沸水的水壶口对准缝隙，缓慢移动浇烫，确保缝隙处达到高温，从而烫死臭虫及其卵。

对于衣物、蚊帐等物品，也可以用开水浸泡以杀死臭虫。

6.4.4 高温或低温处理

可将沾染臭虫的物品放置在50℃以上的烘干机中，不耐热的物品可密封，放在-17℃～-18℃环境冷

冻10h。

6.4.5 蒸汽喷雾

可用蒸汽发生器（如高温蒸汽机、蒸汽熨斗等），使蒸汽从喷头的小孔喷出，出汽口贴近处理点位，

均匀缓慢地移动，以烫杀缝隙内的臭虫和虫卵。

6.4.6 太阳曝晒

对于不能用开水烫泡的衣物，可以放到强烈的太阳光下曝晒1～4h，并定时翻动，使臭虫因高温而

晒死或爬出而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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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低速高温吹风机

对窗户、门框等缝隙处，用吹风机低速高温连续吹30s-60s。

6.4.8 刷子

对于虫卵易孳生的床架拐角、床板边缘及其他可能孳生的缝隙，可用铁丝刷等蘸取热肥皂水刷洗清

理臭虫虫卵。

6.4.9 床垫密封袋

配合吸尘器、擦拭等方法，在初步处理后，将继续使用的床垫装入床垫密封袋内，密封1年以上，

确保彻底杀灭臭虫。

6.4.10 防虫设施

6.4.10.1 防虫网

在窗户和门上安装防虫网，防止臭虫从户外进入室内。

6.4.10.2 臭虫防护床垫

在床垫上铺设专门的臭虫防护床垫，可以有效防止臭虫侵入床垫。

6.4.10.3 攀爬拦截器

用塑料制成的表面光滑的杯状被动拦截装置放在床腿下面，阻止臭虫攀爬到床垫上吸食人血。

6.5 化学防制

6.5.1 杀虫剂的选择

根据臭虫的种类和室内环境选择合适的杀虫剂,杀虫剂的选择应符合GB/T 8321.1的要求。一般来说，

气雾剂、喷雾剂、颗粒剂、熏蒸剂、烟雾剂等可以有效地防制臭虫。杀虫剂应具有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

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标准和农药登记证。在施用时，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要求使用。

6.5.2 施药方法

6.5.2.1 滞留喷洒

使用能够长时间保留在处理表面的杀虫剂，以便臭虫在爬过这些表面时能够接触到并吸收药物。可用于

臭虫藏匿点的局部处理，如：裂缝和缝隙、踢脚板沿线、墙壁连接处、门窗框以及家具的内部和背面。

6.5.2.2 粉剂喷撒

粉剂适用于处理裂缝和缝隙，以及其他难以喷洒的区域。

6.5.2.3 直接喷杀

气雾剂可以渗透到臭虫的藏身之处，快速杀灭成虫、若虫和卵。注意：有些气雾剂(不是所有)可以在家

具上使用(参照产品标签说明)。

6.5.3 安全防护

在使用化学杀虫剂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避免吸入、食入或接触化学物质，建议佩戴口罩、手套

和长袖衣服等保护装备。在使用化学防制方法后，需要将房间进行通风，尽量让化学药物散发出去。此

外，需要及时清理喷雾剂、颗粒剂、烟雾剂等残留物，避免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

6.6 防制效果评价

6.6.1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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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防制措施 3d至 10d后，人员未再发生新的臭虫叮咬或未再发现臭虫。

6.6.2 计算

对环境、衣物、家具等物品仔细检查，未发现活的臭虫，臭虫杀灭率达到100%。
依据式（9）计算臭虫杀灭率。

� = ��−��
��

× 100% ……（9）

式中：

P ——臭虫杀灭率（%）；

Db ——处理前臭虫密度；

Da ——处理后臭虫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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