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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控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重

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对病媒生物性

传染病，特别是对尚无有效疫苗控制的病媒生物性

传染病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控手段⋯，也是预防绝大

多数媒介生物性疾病如疟疾等病原体传播的主要措

施牡1。尽管目前许多病媒生物性传染病在一些地区

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类与病媒生物及其相关传染

病之问的斗争却无丝毫减弱之势D]。受当前一些自

然困素(如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灾害频发、新发与再发虫媒传染病增多)、社会

因素(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媒介生物恐怖)和

病媒生物监控技术(如抗药性增加与可替代药物减

少)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病媒生物分布及习性发生一

定程度的改变，世界范围内媒介生物性传染病流行

区域不断扩大、流行频度不断增强、新的病种不断增

多，这些现象都对有效的病媒生物防控构成了严峻

挑战，不容忽视。为有效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适应

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提高病媒生物防控水平，“可

持续控制”(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理念应运

而生。为此本文将嗣绕该内容进行论述。

一、当前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控制领域面临

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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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自然因素：

(1)全球气候变化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全

球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是各

国共同面l临的重大挑战h8|。气候变化过程中，温

度、降雨量、湿度及其他气象因子可以通过影响节肢

动物媒介繁殖、发育、行为与种群动态来显著地改变

人类的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气候变化可以影响媒介

生物体内病原体的毒力与致病力，也影响到许多媒

介生物性传染病宿主的种群动态与活动范围归J引，并

由此影响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的传播，导致蚊媒传染

病¨k"1、蜱媒传染病¨引列以及其他媒介生物性疾病分

布范围改变脚’2¨。气候变暖引起了热带病分布范嗣

的不断扩大"皿脚’。当然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性传

染病发病率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非气象因素(如生

态学及流行病学)Lulo在欧洲，专家呼吁采取一致行

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b3；在南

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了当地的动物传染病、媒介与

病原体及其生态习性拉列；在非洲，媒介生物传染病的

分布与患病率可能是气候变化最显著的影响m】。气

候变化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蓝舌病幢73；在其他一些

地区，气候变化产生了同样作用№一∞3¨。在一系列

病媒生物性传染病中[32J，以疟疾传播受气候变化

影响为著汨_轧川。疟疾流行与气温、降雨量、湿度等

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气温和降雨量对中间宿

主——按蚊繁殖及体内疟原虫发育产生影响，降雨

量和湿度则影响按蚊的孳生。高琪等b51提出导致我

国中部地区疟疾流行的主要因素为全球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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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及贸易交通发展，登革热已成为

世界上分布最广、发病人数最多、危害最大的虫媒

传染病之一m】。全球气候变化最终改变了许多病

媒生物性传染病的分布格局，并在原有分布区域内

流行强度增强，一些传统的病媒生物性传染病再度

肆虐，被认为是导致新发传染病出现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4’6’10·¨瑚J2’37。3引。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

续发展，是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

由于农业用地扩增、兴修水利、森林砍伐、野外

工程及生态旅游建设等活动，造成全球部分地区生

态环境失衡，打破了病原体一媒介一宿主间同有的生

态平衡，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病媒生物种群易发生

迅速扩增或被动扩散，加大了人类感染媒介生物传

染病病原体的概率，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Ⅲ】。

我国曾多次发生过由于垦荒、兴修水利、筑路而引起

的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美国莱姆病的发生就是

最初与人们到再生林区度假，接触蜱机会增多而造

成感染发病有关m】。人类制造的各种垃圾、废物也

可加剧环境的恶化，造成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流行。

更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改变与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

往往会使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流行范围发生跳跃式变

化，从而在远离原分布区的地区出现，使相关预防和

预警增加了难度。因此，某种宏观的变化可能会对

微生物的微观生态学产生影响，从而诱导新病原的

出现或寻找新的宿主，造成人类新的灾难。

(2)自然灾害：目前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病媒

生物控制产生一定的压力⋯州】。如1976年我国“唐

山大地震”震后一些地区粪便蝇类平均密度达

400～500只／m2，垃圾堆平均每小时孳生蝇蛆3．4万

只／m2。当洪涝成灾时m】，灾民被迫迁居到高处的临

时安置点生活，由于人群居住密度大，周围积水，粪

便、垃圾以及死牲畜不能及时掩埋，蚊、蝇密度常大

幅度上升，增加了媒介传染病发生的机会；与此同

时，由于鼠类迁移，在未淹的临时安置点鼠密度可短

期急剧上升，又增加了鼠类传播疾病的机会¨引，如

1991年6月安徽省遭受特大洪灾期间，黑线姬鼠密

度大幅上升，造成非流行季节肾综合征出血热暴

发。但也有研究认为洪灾发生后灾区肾综合征出血

热发病人数低于非灾区⋯】。研究发现，洪水可加重

疟疾高发区的疫情mj。而旱灾造成河流与湖沼中残

留的小水洼反而成为蚊类的良好孳生场所。由于缺

水，造成了一些不卫生的条件，有利于蝇类的孳生与

繁衍。因此，旱灾造成原有的动物和植物发生变化，

可能会引起如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疟疾、登革热

和鼠疫等虫媒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2006年重庆

市大旱，甲、乙类传染病年发病率比2005年上升了

3．86％，其中乙脑发病率上升最高咖]。陈化新b¨对

1999年主要旱灾地区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形势分

析，认为干旱发生后由于野外无水和食物可寻，鼠向

居民区迁移。致使室内鼠密度增高，有利于汉坦病

毒在鼠间传播，易引起人间疫情暴发。

(3)新发和再发虫媒传染病∽驯：新发虫媒传染

病是新发传染病的重要组成。如蜱传病毒病¨副、无

形体病、埃立克体病、莱姆病n引、东方斑点热、西尼罗

热、埃博拉出血热、委内瑞拉出血热、人单核细胞埃

利希体病、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等b扣鲳】。当前全球虫

媒传染病的三大流行趋势是：新的病种不断被发现，

流行地域不断扩展，流行频率不断增强m，s引。据

WHO报道，自1993年以来在美国31个州均有汉坦

病毒肺综合征病例报告b引。通过蜱叮咬传播的莱姆

病目前已在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有病例报告旧】。

我国自1986年在东北首次发现莱姆病后，现已经证

实有19个省(市、区)存在自然疫源地、29个省(市、

区)存在感染旧】。1998年，登革热曾伴随“厄尔尼诺

现象”席卷东南亚和南美洲。近年来疫情明显回升，

全球约有25亿人受到威胁№h训。西尼罗热自1999

年首次在美国暴发以来，连年在美国流行，且流行规

模越来越大，目前扩展到美国所有的州，每年有

8000多病例出现，死亡几百人，并正在向中美和南

美洲国家蔓延旧】。委内瑞拉出血热自1989年9fl首

先发生于委内瑞拉以来，至今约有200万例患者【圳。

因此，新发虫媒传染病将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最大

的威胁与挑战之一，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旧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新发虫媒传染病有随

时暴发的可能，必须保持高度重视。

2．社会因素：

(1)全球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政

治、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传统的国与国、地区与地

区间的界限正在逐渐被打破。当今世界，全球化已

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它同样是一把“双刃

剑”。全球化过程中，快捷的交通极大地便利了国家

与地区间的经贸、科技与文化交流，但同样带来了病

媒生物及其相关传染病借助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快速

传播蔓延【6㈨1。WHO专家委员会指出：“由于快速

航空器的发展，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媒介生物借助

交通运输经口岸传播疾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近

年来发展起来的集装箱也成为医学媒介生物的运输

工具旧]。”传染病的传播无国界，虫媒传染病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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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情况越来越常见n引。一些重要的病媒生物扩

散到全球适宜的区域，造成一些地方性传染病的扩

散，致使大量的易感人群患病，给预防控制工作带来

极大地挑战。历史上，鼠疫曾经海陆贸易造成3次

世界大流行"0|。1930年携带疟原虫的冈比亚按蚊

从非洲传入巴西引发疟疾流行，继而引发南美洲疟

疾大流行。据WHO报道，1973—1983年欧洲机场

常驻T作人员发生19名疟疾病例(均无外出史)，传

染源主要是由入境飞机带入按蚊而感染(欧洲当地

无疟疾)。1985年白纹伊蚊从日本传入美国德克萨

斯州后迅速扩散，至1992年扩散到20多个州，在接

下来的20余年中，白纹伊蚊已扩散到美洲、欧洲、非

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999年夏季西

尼罗河病毒(WNV)可能通过飞机传播至美国纽约

市，到2001年已有149人感染致病，其中18人死亡，

而到2002年末已有33 873人感染，其中246人死

亡。与美国临近的或有紧密联系的48个国家中有

41个出现WNV感染病例报告川。目前，全世界已

有疟疾、血吸虫病、锥虫病"2一”、利什曼病、丝虫病、

盘尾丝虫病、登革热、黄热病和鼠疫等不再局限于农

村地区发生，而由于现代交通的快速、旅游业的发

展、国际贸易的交往以及各种类型的移民活动，使这

些疾病传人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城市

中心。全球化进程同样对我国病媒生物的防控工

作构成严峻挑战，我国曾多次在交通T具中检出各

种病媒生物m·7引。全球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是病媒

生物传染病爆发性流行的高危人群，由于经常在不

同的地区间流动，架起了传染病流行的桥梁。在亚

洲一些国家，登革热的高感染率与城市人口增长带

来的开放式储水罐增多有关。全球市场的形成加剧

了国际经济竞争，可能使得部分国家削减用于公共

卫生项目的支出，特别是媒介生物性传染病防治方

面的经费，导致这些国家在应付媒介生物传染病方面

经费不足，最终导致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

(2)城市化：城市化(urbanization)是指由农业为

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

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

来，世界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给人类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健康带来许多负面影响m】。老

城区改造与新城区扩建、人口数量增长与流动人口

剧增"“、生活习惯和房屋结构改变等问题，势必会引

起城市病媒生物原有栖息环境的改变n引，造成密度

增加，最终引起虫媒传染病发病率上升。既往认为

病媒生物传播的热带病主要与贫困的农村紧密相

关。然而，当今社会这类疾病也频发于人口密集的

城市，其中对城市居民影响最广、危害最大的是疟

疾n列和登革热。城市地区热带病发病率升高与人口

密度增高、贫困增加、住房拥挤、卫生条件差、供水不

安全、污水和排水系统短缺、土壤废物处理不当以及

人类行为习惯不良哺o．8‘1等因素密切相关。据估计，

20世纪90年代，全球有18亿人缺乏合理的粪便处

理系统，这不仅会污染饮用水源，而且有利于病媒生

物孳生。城市垃圾堆为鼠类、有害昆虫提供了食物、

栖息和繁殖的场所[s引。“城中村”是中围现代化和城

市化过程中特有的普遍现象。由于房屋和人口密

集，人口流动性大，空气对流不充分，垃圾遍地，污

水横流，蚊蝇孳生快，易造成疟疾等寄生虫病传播

流行m一引。又如苏州市城区城市化发展对蜚蠊群落

结构和数量有较大影响m]。

(3)媒介生物恐怖：由于病媒生物极易成为生物

恐怖的载体，媒介生物恐怖的防控是必须面对的一

个新话题旧5．s7】。目前，世界上可能用于生物武器媒

介生物主要有传播疾病的节肢动物、鼠类及其他媒

介生物。携带的主要病毒有25种，细菌13种，其中

危险性和传染性最强的仍然是鼠疫㈣瑚J、天花和炭

疽。众所周知，媒介生物武器在军事方面应用较

多。20世纪美国共发生恐怖事件15l起，其中生物

恐怖事件33起Ⅲ]。进入21世纪，“9·11”事件后通

过白色粉末邮件引起的炭疽恐怖事件，使人们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可用作武器的生物、传播媒介及

运载工具等可能更难应对，造成的影响范周更大、

危害时间更长、致病力及传染性更强，最终造成的

伤害更大旧】。

3．媒介生物监控技术：

(1)抗药性与可用药物：虽然化学防制在病媒生

物防控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病媒生物抗

药性与化学杀虫剂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

的全球性问题一h921。世界范同内多种虫媒病的流

行，如疟疾、登革热、黄热病、鼠疫等再度猖獗及莱姆

病等新病的出现，与虫媒的抗药性有直接关系【931。

WHO将抗药性作为媒介生物控制中的一个专题，由

各国专家组成委员会，从全球范围来研究、解决病媒

生物的抗药性问题⋯]。由于化学杀虫剂的不合理使

用旧“，导致病媒生物对各种化学杀虫剂产生程度不

等的抗性，结果造成施药量增大而防制效果反而降

低，最终导致短期内有效控制病媒生物及其相关传

染病成为泡影。随着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出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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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DDT在疟疾防治中推广应用，疟原虫出现对杀虫

剂抗性，而且抗性种群发展很快。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家蝇抗DDT的剂量倍数逐年增加，1948年为96

倍，1949年为436倍，1950年为1290倍，1951年达到

1800倍。因有机氯杀虫剂在自然界中难分解、有生

物富集和转移现象而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同家

禁用或限用。随着有机磷、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

类杀虫剂相继问世，病媒生物对其抗性也随之产

生。在拟除虫菊酯问世不久，便在丹麦发现了对卞

呋菊酯有105倍抗性的家蝇，随后芬兰、瑞典、荷兰、

西德、瑞士等也有此类报道一引。过去人们认为生物

防治中无抗性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病媒生物对

生物杀虫剂如球形芽孢杆菌(Bacillusphaericus)和苏

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H14(Bti)也产

生抗性【9“蚓。在实验室中，致倦库蚊对寄生物食蚊

罗索虫也可产生抗性归¨。此外，目前用于病媒生物

防制可替代的化学药物较少，这对病媒乍物有效的

防制构成严峻的挑战。新药的发现、临床试验、登记

注册和批准生产等过程，因其涉及毒理、环保、交互

抗性及多重抗性的复杂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国

卫生杀虫剂研发力量薄弱，小厂家占较大比例，生产

和质量控制能力弱，产品数量少归7|。因此，如何克服

或延缓病媒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和延长杀虫剂的有效

使用寿命，研发可替代的新的杀虫剂，已成为目前各

类病媒生物化学防治所面临的最主要难题一3|。

(2)单一技术的缺陷与综合治理的误区：病媒生

物防制中，各种单一技术由于其同有的缺陷使得其

大面积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环境防制虽然是病媒

生物防制的治本措施，但起效慢。物理防制方法虽

然操作简单，污染较少，但是大面积使用成本高，范

围有限，长期效果差。化学防制虽然在病媒生物防

控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媒介生物的抗药性与化学杀

虫剂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生物防制作

为安全、无污染的新型杀虫剂虽存在着极大的发展

潜力，但是其成本较高且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产生抗

性f981。例如，苏云金芽孢杆菌与球形芽孢杆菌制剂

杀虫范围窄，有效成分易降解旧】。在长期连续的选

择性压力下，致倦库蚊和尖音库蚊分别对球形芽孢

杆菌产生35。150 000倍和10～25 000倍的抗性和

交叉抗性，严重影响其应用¨酬。虽然转基因蚊的研

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引进有价值的转基阑蚊虫进

入野外种群与释放所涉及的政治与伦理问题是当前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011。在病媒生物防制中，虽然

综合治理强调治本，把环境治理放在首位，强调防制

措施及方法的系统组合。但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

现一种误区即无条件的综合，过分追求综合而不考

虑单一的防制方法是否可用、不考虑本地的经济承

受能力、不考虑控制的可持续性、不考虑防制方法操

作的叮行性，最终导致过度复杂化，给执行过程带来

极大困难。

4．病媒牛物管理：

(1)立法及规范不健全：WHO已颁布的《国际卫

生条例(2005)》和《媒介综合管理全球战略框架

(2005)》是各因病媒生物综合治理的原则。我国现

在有4部法律与病媒，卜物控制和管理相关，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2007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条

例》、《爱国卫生运动条例》也是当前病媒生物控制工

作的法律依据。《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规范》

对病媒牛物控制工作也作相关规定。但是，目前病

媒生物管理工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立法及规范尚不

健全。因此，要提高病媒生物防制效果，应当顺应我

国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从依法行政角度对爱国卫生

工作进行立法，从法律上界定部门、社区、单位和个人

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政府经济投入的方向和额度，设

定监督和处罚等事项，规范病媒生物防治T作“川。

(2)缺乏控制规划：目前针对病媒生物管理工作

缺乏相关的控制规划，应针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病

媒生物防制部门建设(如设立功能实验室、办公室

等)、学科建设、人员及设备配备、工作经费、关键技

术等制定中、长期规划。

(3)机构及网络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

督部门要设立相应的病媒生物控制机构，设立功能

实验室、办公室，配备足够的人员、设备等。所有县

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设立媒介生物控制科，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必须配备病媒生物控制人员。

目前，病媒生物防制应该建立4个体系：病媒生物监

测预警体系、病媒生物控制体系、宣传干预网络体系

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1 03】。

(4)人力资源匮乏：虽然目前我国从事病媒生物

防制的技术人员数量与业务水平均有提高，但仍有

大量专业人才流失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应该在国

家、省、市、县4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内部强化人员队

伍建设，组建稳定的媒介生物防治专业技术队伍，

通过培训和演练等方式，加强现场应急处置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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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叫，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专业机构人员培训(专项

培训、继续教育、学位教育)和有害生物防制(PCO)

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同时加强国内、国际交流与合

作，使专业技术人员明确当地媒介生物性传染病暴

发和流行的风险。

(5)部门问协调不够：由于认识水平等问题，相

关部门对于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导致各部门协调配合较差，极不利于病媒生物有效

防控。防控工作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卫生、农

业、水利、林业、财政、公安、民航、工商、交通、城建、

教育以及新闻媒体等部门密切配合，全面落实媒介

生物防治各项措施。此外，应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病媒生物防制事业，如学会、协会、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办事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以及社

会大众等¨0引。

二、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

1．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的提出与内涵：由

于自然、社会及控制技术等原冈，均对病媒生物控制

工作形成了挑战，并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此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起勇等学者从经济、生态、社

会=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了“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

略”mJ05]。其中“可持续控制”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在

病媒生物控制领域应运而生。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

策略是基于可持续控制的理念，开展及时、有效的媒

介生物监测．对媒介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的风

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环境控制技术

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媒介生物控制和管

理，将媒介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2．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的支持系统与原

则：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的支持系统包括可持

续的监控技术、可持续管理措施、可持续的人力资

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4个组成模块。病媒生物种

群数量可持续控制应当按照媒介生物综合治理的原

则，以信息管理为基础，以新技术为支撑，以持续发

展为方向，依据生态学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原则，选取

最优的技术组配方案，有效控制病媒生物种群数量，

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

个原则指出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目标是获得经济、

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的最佳组合，而不是其中一种

效益的最高值。

3．媒介生物综合治理与可持续控制的关系：

(1)媒介生物综合治理的概念、特点与原则：目

前世界范围内病媒生物的防治已趋向于媒介生物综

合治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州”]。20世

纪40年代，得益有良好杀虫生物活性的DDT出现，

应用初期确实起到了虫害控制的目的。但过分的依

赖化学防治导致了靶有害生物抗性增加，甚至出现

“超级种群”，且化学药品对非靶标生物及天敌的杀

灭以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或间接对人、禽

畜产生伤害，最终导致了新一轮有害生物的卷土重

来。基于以上一系列问题，196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专家们对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定义为：“综合治理是一

种有害生物管理系统。它按照有害生物的种群动态

及与之有关的环境关系，尽可能协调运用一切适当

的技术和方法，使有害生物种群保持在经济危害水

平之下。”由于综合治理的思想也适用于媒介生物防

治，WHO有关专家委员会对媒介生物综合治理定义

为：“应用各种适当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经济核算

的方式，取得有效的媒介控制。综合治理不仅仅是

两种或几种防治方法或手段的简单合并使用，也不

是片面地反对使用化学杀虫剂，它是强调目标害虫

的防治与环境的统一；强调治本，把环境治理放在首

位；同时强调防治措施及方法的系统组合，并以控制

种群数量为一般防治目的⋯“。”因此，综合治理是以

环境治理为基础，化学防治为主要手段，因时凶地采

用相应的有效措施。病媒生物综合治理的特点是：

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影响当地媒介生物生物学、疾

病传播和发病情况等因素而制定的；应用多种措

施，产生相加作用或协同作用；鼓励卫生系统和其

他与媒介生物控制有关的公立、私立部门合作；当

地社区和业主的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条例和立法的

框架‘115]。病媒生物综合治理原则是：以生态系统为

管理单位合理调整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

系；允许有害生物在一定的低密度水平存在；允许利

用自然控制因素；任何措施都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

或令人不满意的后果；文化防治包括法规、政府组

织、社区参与和健康教育4个方面，是综合防治不可

忽视的重要部分。

(2)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与综合治理的关系：媒

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立足的高度是可持续控制策

略与控制规划，综合考虑包括可持续的组织机构、设

备设施、技术储备、人力资源等能力建设层面的内

容，以简单易行、行之有效、获取方便、环境友好和符

合成本效益原则为前提，以媒介生物综合治理为原

则。媒介生物综合治理仅仅是可持续控制策略的一

个方面，是在可持续控制策略实施过程中一个核心

的组成部分。媒介生物综合治理主要强调的是多种

方法相结合，任何措施都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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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满意的后果；而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更加注重

可持续性，更加注重当前所采取的方法对今后媒介

控制的影响。如果单纯使用一种方法可以达到较好

防治效果，就不主张采取多种控制方法相综合，毕竟

媒介控制不仅是着眼现在，更应该考虑未来。媒介

生物综合治理是落实媒介生物的可持续控制策略的

具体体现。

当前，病媒生物学科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为有效应对当前全球病媒生

物控制领域面临的一些问题及挑战，应当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积极推行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可持续

控制策略，对媒介生物进行综合治理，全面推动病媒

生物控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健康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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