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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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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楼鼠类智能化防制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航站楼鼠类智能化防制的定义，鼠类智能化防制系统的实施方法、操作区域、作业要

求等，以及实践过程中的有效性检查和效果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航站楼开展鼠类智能防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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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8-2009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GB/T 27770-201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 

GB/T 39504-2020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机场 

T/CCAATB 0007-2020  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鼠类智能化防制   intelligent rodent control 

在传统鼠类防制工作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与科技产品，实现鼠体入侵后当即捕捉并反馈入侵位

置，通知工作人员处理的效果，且可对工作中产生的作业数据信息进行归纳、分析，掌握服务对象航站

楼鼠类活动的规律性，辅助预判未来鼠害防制重点区域、重点时间，据此开展预防性布控措施，并且能

够根据作业数据识别作业人员操作高低频区，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作业人员巡视检查计划，实现人

力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是在鼠类补捉、控制方面能够实现进一步优化提升的工作方式。 

3.2  

智能鼠盒   intelligent mousetrap 

能够实现当场捕获入侵鼠盒的鼠体，且可实现利用物联网与传感技术对鼠类入侵进行准确定位，进

而第一时间后台发送信息通知工作人员处理，锁定重点点位、减少盲目全面排查造成人工成本浪费的智

能化鼠类监测、捕捉设备。 

3.3  

鼠盒信息芯片   information chip of mousetrap 

可贴于鼠盒表面，防水、防晒、抗磨损，可与手机指定APP进行信息共享，可替代手写卡台账通过

信号传输方式完成清洁、换药、清理鼠体等操作行为记录的电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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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库   database 

根据智能鼠盒捕获情况记录和鼠盒芯片操作记录建立的特定机场的鼠害防制工作信息集合，可留

存、调取，供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对比分析。 

4 鼠类智能化防制系统 

4.1 构成 

鼠类智能化防制系统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为智能鼠盒、信息芯片和数据库。 

4.2 功能 

4.2.1 智能鼠盒 

4.2.1.1 即时捕捉 

与传统鼠盒仅能发现鼠类盗食痕迹却无法当时捕捉入侵鼠体不同，智能鼠盒应结合鼠类行动特点

设计，在鼠盒两侧加入感应区域，当鼠体进入鼠盒内部触动感应区域时，鼠盒两侧洞口自动封闭，当即

将入侵鼠体封闭在鼠盒内。 

4.2.1.2 精准定向 

智能鼠盒应具备定位功能，且应与匹配的手机APP实现物联网信息传送，可实现在鼠体入侵封闭洞

口后，手机APP显示鼠盒详细位置和编号。 

4.2.1.3 提示报警 

智能鼠盒匹配的手机APP应具备信息提示功能，在鼠体入侵后应立即通过物联网发送捕获通知，在

工作人员手机端提示，从而实现第一时间清理鼠体、有效控制病原传播、降低传染风险的目的。 

4.2.2 信息芯片 

4.2.2.1 专盒专卡 

设置芯片个性信息，做到各个点位的鼠盒与专属芯片保持唯一配对，从而可实现每个点位信息溯源，

规避不同点位信息交叉出现错误记录的情况。 

4.2.2.2 电子记录 

管理者通过后台操作给工作人员派发工作任务和指令，形成电子记录，规避工作人员修改台账从而

出现记录偏差的风险；将鼠盒清洁、更换鼠药、发现盗食痕迹等工作信息悉数记录，通过对全区域信息

汇总，结合发现鼠迹区域条件，可推测鼠类活动路线从而查找出鼠窝。 

4.2.2.3 实时上传 

工作信息数据实时上传，规避人工填写错误、遗漏的情况。 

4.2.3 数据库 

4.2.3.1 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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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应详细留存捕捉到鼠类的数量、品种和鼠类发现位置等，以及工作人员对各不同区域开展的

鼠盒清洁、换药、维护等操作行为，长久地对智能鼠盒及信息芯片所产生的所有数据进行记录、留存，

不仅给予客户鼠类防制结果，同时可提供各个点位工作信息，可满足随时调取某个时间点、某个位置鼠

控工作相关信息的需求。 

4.2.3.2 情况预判 

对智能鼠盒的补捉信息以及信息芯片所记录的各个点位出现鼠类痕迹的数据进行综合汇总分析，

可以掌握服务对象鼠类集中活动区域、活动时间段等，可辅助识别重点区域，组织开展集中捕鼠、灭鼠

工作；当二者的信息数据积累一年以上时，可在每年进行阶段性鼠类活动预测，辅助开展预防性布控措

施，控制鼠类入侵袭扰旅客和工作人员；对鼠盒清洁、维护等工作记录进行分析，可识别工作高频区和

低频区，从而更加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对不同区域的检查巡视要求，使人力资源配置使用更加高效。 

4.3 使用 

4.3.1 总则 

该系统中三要素应相互配合使用。 

4.3.2 智能鼠盒 

4.3.2.1 应科学规划智能鼠盒的使用布放点位（具体点位选取计算过程见附录 A），并持续根据鼠害防

制效果及客户实际需求进行优化调整。 

4.3.2.2 对应智能鼠盒，应配套开发供工作人员接收手机提示的 APP或小程序。 

4.3.2.3 智能鼠盒包括盒体、盒盖、感应触控传感器、内部通道机械门。感应触控传感器由电源模块、

GPRS 模块、按键模块等组成。电池应选择稳定输出的小功率锂电池，按键模块应选择触碰反应灵敏的

产品。 

4.3.2.4 智能鼠盒尺寸应符合国家爱卫会要求长度应大于 25CM。。 

4.3.2.5 应安排专人对智能鼠盒产品进行定期巡检维护。 

4.3.3 信息芯片 

4.3.3.1 信息芯片产品应选择防水、防晒、省电、耐磨损的 NFC芯片。 

4.3.3.2 信息芯片产品应信号稳定、成熟耐用，应符合机场安全、服务管理规定，保证鼠控工作对于

机场航站楼运行不会产生影响。 

4.3.3.3 对应信息芯片，应配套开发可供工作人员手机安装使用的 APP。 

4.3.4 数据库 

4.3.4.1 数据存储云端空间应足够且稳定。 

4.3.4.2 数据库应由智能鼠盒捕捉数据及鼠盒表面粘贴的信息芯片作业数据两者提供。 

4.3.4.3 应基于数据库的信息记录进行鼠控情况预测。 

4.3.4.4 应善用数据库数据信息分析以辅助提升现场服务作业效果。 

4.3.5 其他 

应认真做好航站楼及周边关键点控制（具体内容详件附录 B），使之与鼠类智能化防制系统相结合，

共同作用。 

5 管理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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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了解服务对象基础鼠害防制情况 

对服务对象全区域内鼠害防制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掌握目前所使用的杀鼠剂种类、数量、更换频次

以及鼠盒布放区域、间隔距离、布放数量等，核验基础鼠害防制工作是否符合国家及有害生物防制行业

相应标准。根据现用产品及以往工作记录，查看所服务对象近两年内鼠类捕捉情况，包括捕捉到鼠类的

数量、品种、发现位置等。同时，应了解与服务对象航站楼相邻区域的鼠控工作开展情况，可对智能鼠

盒选取布放点位提供参考。 

5.2 布放智能鼠盒 

5.2.1 布放时间 

根据地域特点不同，室内区域必须进行全天候智能鼠盒布放，且鼠盒布放期间，应确保每天24小时

不间断使用；北方地区因冬季气温问题，尽可能减少户外设置，防止低温天气造成设备供电中断，监控

失灵的风险。 

5.2.2 布放位置 

季节性特征会带来气温、降雨等条件变化，在与外界相通的一侧区域需要设置智能鼠盒，其它区域

可以通过风险评估后进行适当放置（布放位置评估选取方法参考附录A），机场车辆易碰撞的区域、长

期处于潮湿的区域、隔油池等油污较多的区域、其它区域易造成设施丢失的区域不宜放置。 

5.2.3 布放规则 

5.2.3.1 在智能鼠盒内部安放电池，调试设备确定红外功能为正常工作模式，将鼠盒盖关闭。 

5.2.3.2 在哨点位置布放智能鼠盒，紧贴墙壁安装，避免移动、触碰。 

5.2.3.3 工作人员接到手机 APP 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处理鼠迹、鼠粪、活鼠等，将鼠类带离现场，

进行统一销毁或环保处理。 

5.2.3.4 对发现报警位置的周围 50米进行全面排查。 

5.2.3.5 智能鼠盒内部应保持清洁、干燥，外部应保持整洁。 

5.3 布放信息芯片 

5.3.1 信息设置 

5.3.1.1 设置芯片与鼠盒逐一对应，各芯片内置信息应能够反映出与其所对应的鼠盒编号、位置等基

础内容。 

5.3.1.2 设置芯片与工作人员手机 APP进行关联，能够从手机 APP中识别每一张芯片。 

5.3.1.3 设置芯片可进行读写功能，能够进行信息共享。 

5.3.2 布放范围 

全区域布放，包括普通鼠盒和智能鼠盒。 

5.3.3 布放规则 

5.3.3.1 芯片应贴于鼠盒正上面显著位置。 

5.3.3.2 芯片不可遮挡鼠盒表面各类信息。 

5.3.3.3 同类型、分布于不同点位的鼠盒，芯片粘贴位置应统一。 

5.4 汇总信息开展数据库预测 

5.4.1 数据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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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智能鼠盒反馈信息。 

5.4.1.2 信息芯片后台留存工作记录等数据。 

5.4.2 数据信息管理 

5.4.2.1 数据库信息应完整无缺失。 

5.4.2.2 数据库信息应保证真实，确为现场实际情况反馈。 

5.4.2.3 数据库信息应长期保存。 

5.4.2.4 数据库信息应安排专人维护，根据服务机场结构、区域功能调整、运行调整等进行分类标注。 

5.4.2.5 数据库信息应注意保密。 

5.4.2.6 用于预测分析的数据样本越大、时限越长，预测准确性则越高，因此开展预测前应积累至少

一年的相关数据信息。 

5.4.3 分析预测过程 

5.4.3.1 预测分析应基于真实数据信息反馈开展。 

5.4.3.2 预测分析应由鼠控防制行业专业操作人员完成。 

5.4.3.3 根据捕捉到的鼠类情况，掌握服务对象航站楼鼠害种类，根据其习性特点调整施药内容（如

发现捕获异常品种的鼠类，考虑外来物种入侵，应上报航站楼协调海关人员进一步勘察）。 

5.4.3.4 根据捕获记录及鼠类盗食记录信息，复查捕捉位置情况，查找鼠类原因，进行人为干预。 

5.4.3.5 将出现鼠类活动点位信息进行连线，预测鼠类活动路线，查找鼠洞或鼠类聚集区。 

5.4.3.6 调取全年工作数据，预测鼠类重点防控时段、位置，同时辅助调整智能鼠盒的布放点位。 

5.4.3.7 调取全年工作数据，识别工作人员检查高频区和低频区，高频区每天巡查至少 1 次，低频区

每 2 天巡查 1次。 

6 工作人员管理 

6.1 人员配置 

6.1.1 应配备充足的人员从事机场鼠控巡视、检查、清理、换药以及后台信息收集、处理、分析、预

测等工作。 

6.1.2 工作人员应经过有害生物防制行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 

6.2 人员培训 

6.2.1 应对工作人员开展安全、服务等各类岗前理论培训、实操培训及考核，培训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T/CCAATB 0007-2020 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标准、机场航站楼制定的安全服务相关要求材料等，符合

上岗安全服务相关标准。 

6.2.2 应对 GB/T 27770-2011（鼠类）、GB/T 23798-2009（鼠类）、GB/T 39504-2020 病媒生物综合

管理技术规范（机场）等相关专业知识开展岗前培训、实操培训及考核，符合上岗专业资质相关标准。 

6.2.3 应建立包括专业技能培训、智能鼠盒设备操作培训、手机端 APP信息互传操作培训、数据信息

分析培训等内容的全面培训体系。 

6.2.4 应建立月度、年度培训计划，按阶段完成相应工作培训、复训，提升现场员工鼠类防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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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确认智能鼠盒布放点位（哨点）过程 

A1.确认航站楼鼠类活动影响因素 

由于智能鼠盒布放点位的选取与服务对象航站楼的结构情况和鼠类活动情况密切相关，主要影响

因素包括：鼠类季节性活动习性相关、鼠类活动区域环境条件相关和鼠类活动区域人类活动情况相关三

方面。其中，鼠类季节性活动习性相关影响因素中指标项内容为春夏秋冬四季，鼠类活动区域环境条件

相关影响因素中指标项内容为航站楼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面积大小、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通路多少，鼠

类活动区域人类活动情况相关影响因素中指标项内容为人类生产作业等行为是否规律、人类是否在活

动区域存有食物以及航站楼相连室外区域是否进行鼠控等人类行为干涉。 

A2.计算分析各影响因素相对权重 

A2.1构建航站楼鼠类活动影响因素分析体系（此处以北方四季分明区域机场为例演示计算过程） 

如图A.1所示。 

 

图 A.1 机场鼠类活动影响因素分析体系 

建立机场鼠类活动影响因素综合评价集W=（ω1，ω2，ω3，…，ωn）。在此综合评价体系中，不同的

影响因素对于同一被评价目标的相关程度可得到定量描述，另外，针对不同因素间的相互比较，可得出

各因素间优劣结果。 

现设定鼠类活动影响因素矩阵为U，鼠类季节性活动习性相关影响因素为p1，其下层影响因素春季

为a1，夏季为a2，秋季为a3，冬季为a4；鼠类活动区域环境条件相关影响因素为p2，其下层影响因素航站

楼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面积大小为b1，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通路多少为b2；鼠类活动区域人类活动情况

相关影响因素为p3，其下层影响因素人类生产作业等行为是否规律为c1，人类是否在活动区域存有食物

为c2，机场航站楼相连室外区域是否进行鼠控等人类行为干涉为c3。按照层次分析法要求，构建机场鼠

类活动影响因素目标判断矩阵表。 

针对各项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采用1-9标度判断基准方法，对机场鼠类活动影响因素准则层给出

数量标度，如表A.1标度法判断基准所示。 

表 A.1  1-9 标度法判断基准 

标度 定义 标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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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劣相同 两因素对目标优劣相同 

3 稍微优于 从经验判断因子 a 稍微优于 b 

5 一般优于 从经验判断因子 a 较强于 b 

7 高度优于 从经验判断因子 a 强烈于 b 

9 绝对优于 从经验判断因子 a 绝对优于 b 

2,4,6,8 中间状态 上述相邻判断级的中间值 

A2.2构造影响因素的对比矩阵，计算准则层因素相对权重 

准则层各因素对总目标影响的对比矩阵如表A.2所示，各因素权重计算方法如式1-3所示： 

ω1=
𝑎11+𝑎12+𝑎13

𝑎11+𝑎12+𝑎13+𝑎21+𝑎22+𝑎23+𝑎31+𝑎32+𝑎33
              （1） 

ω2=
𝑎21+𝑎22+𝑎23

𝑎11+𝑎12+𝑎13+𝑎21+𝑎22+𝑎23+𝑎31+𝑎32+𝑎33
              （2） 

ω3=
𝑎31+𝑎32+𝑎33

𝑎11+𝑎12+𝑎13+𝑎21+𝑎22+𝑎23+𝑎31+𝑎32+𝑎33
              （3） 

表 A.2 准则层各因素对总目标影响的对比矩阵 

 
季节性活动习性

相关 

活动区域环境条

件相关 

活动区域人类活

动情况相关 
权重 

季节性活动习性

相关 
a11=1 a12=3 a13=3 0.58 

活动区域环境条

件相关 
a21=1/3 a22=1 a23=1/2 0.15 

活动区域人类活

动情况相关 
a31=1/3 a32=2 a33=1 0.27 

 

之后，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4） 

式中，ωi是表示第i个因素的权重。 

经计算，λmax值为3.06。此外，在此步骤中，还应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步骤如下： 

（1）计算一致性指标C.I.，计算方法如式5所示： 

n n

i=1 j=1

1
max

ij j

i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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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查找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如表A.3 1-10阶正互反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所

示： 

表 A.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矩阵

阶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3）计算一致性比例C.R.，计算方法如式6所示： 

   （6） 

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应对该判断矩阵作适当修正。 

（4）经计算，该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3.06，其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ω0值=[0.58，0.15，0.27]T。

一致性指标C.I.=0.03；一致性比例C.R.=0.058，C.R.＜0.1，满足一致性要求。 

A2.3计算下一级指标层因素相对权重 

A2.3.1鼠类季节性活动习性相关因素对比矩阵详见表 A.4 

表 A.4 鼠类季节性活动习性相关因素对比矩阵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权重 

春季 1 3 1/2 5 0.33 

夏季 1/3 1 1/5 3 0.16 

秋季 2 5 1 5 0.45 

冬季 1/5 1/3 1/5 1 0.06 

A2.3.2鼠类活动区域环境条件相关因素对比矩阵详见表 A.5 

表 A.5 鼠类活动区域环境条件相关因素对比矩阵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

面积大小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

接通路多少 
权重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

接面积大小 
1 1/2 0.33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

接通路多少 
2 1 0.67 

max
. .

1

n
C I

n

 −
=

−

. .
. .

. .

C I
C R

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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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3鼠类活动区域人类活动情况相关因素对比矩阵详见表 A.6 

表 A.6 鼠类活动区域人类活动情况相关因素对比矩阵 

 
人类生产作业等行

为是否规律 

人类是否在活动区域

存有食物 

相连室外区域是否

进行鼠控 
权重 

人类生产作业等行

为是否规律 
1 3 1/5 0.3 

人类是否在活动区

域存有食物 

1/3 1 2 0.24 

相连室外区域是否

进行鼠控 
5 1/2 1 0.46 

A2.4综合计算，得到整体评价体系内各因素相对权重 

综合计算结果，得到该评价体系中所有详细影响因素的相对权重计算结果，详见表A.7。 

表 A.7 机场鼠类活动影响因素综合评价 

U 

P1 P2 P3 

权重𝜔 
0.58 0.15 0.27 

春季 0.33   0.1914 

夏季 0.16   0.0928 

秋季 0.45   0.261 

冬季 0.06   0.0348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

面积大小 
 0.33  0.0495 

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

通路多少 
 0.67  0.1005 

人类生产作业等行为

是否规律 
  0.30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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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否在活动区域

存有食物 
  0.24 0.0648 

相连室外区域是否进

行鼠控 
  0.46 0.1242 

A3.根据计算结果进行排序 

根据以上计算所得数据对比分析，可得出影响航站楼鼠类活动的因素优先级为：鼠类习性春季活动

＞鼠类习性秋季活动＞相连室外区域是否进行鼠控＞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通路多少＞鼠类习性夏季活

动＞人类生产作业等行为是否规律＞人类是否在活动区域存有食物＞与外部开放区域连接面积大小＞

鼠类习性冬季活动。 

A4.智能鼠盒布放 

A4.1布放时间 

根据地域特点不同，室内区域必须进行全天候智能鼠盒布放，且鼠盒布放期间，应确保每天24小时

不间断使用；北方地区因冬季气温问题，尽可能减少户外设置，防止低温天气造成设备供电时间段，监

控失灵的风险。 

A4.2布放位置 

A4.2.1选择放置 

季节性特征会带来气温、降雨等条件变化，在与外界相通的一侧区域需要设置智能鼠控饵站，其它

区域可以通过风险评估后进行适当放置。 

A4.2.2不宜放置 

机场车辆易碰撞的区域、长期处于潮湿的区域、隔油池等油污较多的区域、其它区域易造成设施丢

失的区域不宜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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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机场鼠害关键控制点 

B1.停机坪（无杂物堆放，无鼠洞） 

B1.1每周至少一次对停机坪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发现鼠洞、鼠迹及时上报，并且按照标准立即整改。 

B1.2检查停机坪无生活垃圾，无地面坑洼避免积水。 

B1.3无杂物堆积，不给鼠类提供藏匿环境。 

B2.地面停车场（无杂物堆放，无鼠洞） 

B2.1每周至少一次对停车场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发现鼠洞、鼠迹及时上报，并且按照标准立即整改。 

B2.2停车场内垃圾箱应根据使用情况及时清理，每天至少 3次，生活垃圾不过夜。 

B2.3无杂物堆积，不给鼠类提供藏匿环境。 

B3.航站楼（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外墙基无缝隙。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哨点） 

B3.1航站楼内部保持清洁，各餐饮卫生死角重点部位应重点关注。 

B3.2检查所有通往外界的通道门，门缝需小于 0.6cm，或门体下方安装毛刷。 

B3.3检查排水沟，排水沟需安装箅子，箅子的缝隙小于 1cm，同时在箅子下放增设防鼠筛网，以阻挡体

积偏小的鼠体或幼鼠等。 

B3.4检查通往天花板管道，缝隙不能大于 0.6cm。 

B3.5垃圾日产日清，不能过夜。 

B4.办公楼（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外墙基无缝隙，外墙无夹层。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

哨点） 

B4.1办公楼内部保持清洁，食堂区域无卫生死角。 

B4.2检查所有通往外界的通道门，门缝需小于 0.6cm，或门体下方安装毛刷。 

B4.3检查排水沟，排水沟需安装箅子，箅子的缝隙小于 1cm，同时在箅子下放增设防鼠筛网，以阻挡体

积偏小的鼠体或幼鼠等。 

B4.4检查通往天花板管道，缝隙不能大于 0.6cm。 

B4.5垃圾日产日清，不能过夜，餐食垃圾等应根据就餐时间，用餐后及时清理。 

B5.航空食品企业（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外墙基无缝隙。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哨点） 

B5.1航空食品企业需定期检查环境卫生，确保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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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检查结构缝隙，通道门缝隙需小于 0.6cm。 

B5.3确保排水口安装箅子，箅子的缝隙小于 1cm，同时在箅子下放增设防鼠筛网，以阻挡体积偏小的鼠

体或幼鼠等。 

B5.4检查航空食品车间外部区域，确保无鼠洞、鼠迹，如有发现需立即排查、整改。 

B5.5运送食品过程中，检查食品、外包装等，确保无鼠患进入食品区。 

B6.塔台（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外墙基无缝隙。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哨点） 

B6.1检查塔台结构缝隙，确保通道门门缝小于 0.6cm。 

B6.2检查塔台内部环境卫生，避免无卫生视角、食物残渣。 

B6.3检查排水沟，确保加装箅子，箅子的缝隙小于 1cm，同时在箅子下放增增设防鼠筛网，以阻挡体积

偏小的鼠体或幼鼠等。 

B7.宾馆饭店（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外墙基无缝隙。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哨点） 

B7.1宾馆饭店企业需定期检查环境卫生，确保无死角。 

B7.2检查结构缝隙，通道门缝隙需小于 0.6cm。 

B7.3确保排水口安装箅子，箅子的缝隙小于 1cm，同时在箅子下放增设防鼠筛网，以阻挡体积偏小的鼠

体或幼鼠等。 

B7.4检查天花板缝隙，不能超过 0.6cm。 

B7.5通往外界通道门门缝不能大于 0.6cm，或安装防鼠毛刷。 

B8.停车楼（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合格，通向外环境的通道内外两侧设立哨点） 

B8.1停车楼全部区域无生活垃圾，无积水。 

B8.2停车楼内卫生间地漏安装地漏芯，确保褐家鼠不能从地漏入侵。 

B9.建筑工地 （食宿规范管理，防止提供鼠类食物和躲藏场所条件） 

B9.1检查建筑工地无生活垃圾、无鼠洞。 

B9.2工地宿舍和围栏周边设置固定毒饵站，定期补充和更换毒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