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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❹❹

冒着38℃高温爬山捉虫

7 月 30 日上午 9 点半，记者跟
随即墨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同赶
往鳌山卫街道二汪村蜱虫监测点。
路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蜱虫被称
为“草丛里的吸血鬼”，是一种体形极
小的寄生虫，主要栖息在草地、树林等
环境里，或寄生在羊、牛、狗、猫等动物
的体表。蜱虫监测分为游离蜱监测和寄
生蜱监测。一般在户外环境下，游离蜱
监测采取布旗法；而寄生蜱监测则需要
采取体表检蜱法，在监测中，工作人员需
要对牛、羊、狗、猫等动物开展细致检查，
重点检查其耳朵、口鼻和眼睛周围、脖
子、大腿根等部位，发现蜱虫后，现场收
集、记录寄生蜱的种类和数量。

工作人员来到位于鳌山卫街道二汪
村的一个山脚下，当天的监测目标——当
地农户养的几头老黄牛就在山头上。“越
是这种建筑物少的地方，蜱虫越多。”即墨
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领域首席专家苏
丁绪带领大家，携带装备，开始爬山。山
路十大弯，记者迈着艰难的步伐，随同工
作人员走在杂草丛生的崎岖山路上。到
达山顶后，每人一件防护服、一顶大草
帽、一副橡胶手套、一副鞋套、一把镊子、
一个标本管，这就是队员们捉蜱虫的全
部装备。记者与工作人员一起穿戴上所
有装备，由于气温高达38℃，“全副武装”
的记者不到1分钟就汗流浃背。

开始准备捕捉蜱虫了，在农户的帮助
下，6名工作人员拿着镊子，仔细地在黄牛
身上搜索着蜱虫的踪迹。苏丁绪告诉记
者，正在吸血的蜱虫假头容易折断，发现
蜱虫后，要先用镊子拽住左右摇晃，使之
能上下晃动，再果断拔出……只见工作人
员夹住一只蜱虫，小心翼翼地放进试管
内，并记录好种类和数量。盛夏的山坡上
温度极高，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由
于牛都是在山上吃喝拉撒，地上随处可见
其排泄物，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采集蜱虫可是个技术活

“蜱虫喜欢找人或动物的隐蔽部位
下口，主要是在皮肤较薄的部位。”苏丁
绪介绍，蜱虫俗称草爬子，个头虽小但危
害却很大，它携带了多种病原，不慎被叮
咬会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严
重疾患。夏天是蜱虫活动的频繁期，也

是对其监测的好时机。青岛市是发热伴
等蜱传疾病重点地区，即墨今年按照地
区分布确定鳌山卫街道、大信街道和环
秀街道 3 个重点监测点，在每个街道选
取多个牛羊养殖区域和户外区域作为监
测地点，每月派人“钻牛棚羊圈”“上山下
乡”到各个监测点采集样本。

临近中午，户外气温高达 38℃，但
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歇。即墨区疾控中心
传防科科长仇吉珊告诉记者，每年6—9
月份是蜱虫生长、活动的活跃时段，也是
蜱传疾病高发期。连日来，即墨区疾控
中心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鳌山卫街道、大
信街道、环秀街道，在野外逮蜱虫，全面
评估全区城乡蜱虫种类、密度、分布、季
节消长等情况，为精准制定防控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蜱虫一般采取守株待兔的
办法寻找人或动物宿主，我们采用的是
布旗法来逮游离蜱，在草地上行走，或在
灌木丛和杂草上来回挥动布旗，以粘捕
草尖或树叶上的蜱虫。”即墨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副科长
张伟松介绍。

张伟松告诉记者，没有吸血的蜱虫
体积比芝麻粒还要小，要非常仔细才能
分辨出来，在白布上相对容易辨认，因而
在草丛捕捉游离蜱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布
旗法。布旗由特殊材料制成，在拖行时，
蜱虫很容易就粘到布上。只见4名工作
人员将白布贴着地面草丛进行地毯式搜
索，每步行大约 10 米，便停下查看布旗
上附着的游离蜱，记者也一同在草地里
认真寻找。“找到一只！”工作人员向记者
展示了他的白布，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
者仔细观察了好一会，才看到一只黑色
小虫子在白布上爬来爬去……

随后，工作人员陆续在白布上发现
了蜱虫的身影，“找到蜱虫后要赶紧把它

装进试管。”工作人员用镊子小心地将
蜱虫捡起装入管内，随即旋紧管盖，并
做好编号。酷暑难耐，但捕捉蜱虫的工

作人员动作始终迅捷且精准，他们默契配
合，快速捕捉并记录着每一只蜱虫，以保证
监测工作的准确性和高效性。由于所有环
节都是由人工操作，而蜱虫密度需要根据
白布覆盖面积与捕捉到的蜱虫数进行测量
计算，因而捕捉蜱虫的工作尤为艰辛。在
夏天高温天气里，保持耐心与细心在监测
活动中显得尤为可贵。

去羊圈里采集更是“遭罪”

“山上又热又潮湿，夏天最热的时候能
达到40℃，做采集工作其实挺辛苦。去山
脚下农户家的羊圈里捉蜱虫，那更是遭
罪。蜱虫寄生在羊耳后、腿窝处等最娇嫩
的皮肤上，采集难度很大。一不小心还会
被羊角顶到，我就被羊顶过好几次。”谈到
自己的工作，刚参加工作两年的王珂轩感
触颇深，“夏天全封闭式的防护服穿在身
上，就跟蒸桑拿一样，每次工作完都是从头
到脚湿得透透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很有意
义。”为了能够获取有价值的监测数据，即
墨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起早贪黑、走村入
户，不畏酷暑在野外监测游离蜱虫密度，钻
进臭气熏天的牛棚羊圈、智斗不配合的猫
狗，收集家养动物体表的寄生蜱虫，并对捕
捉到的蜱虫进行病毒检测，为疾病预防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收集到的蜱虫需要交给上级疾
控部门开展检测后才能得出相关数据。
即墨区从 4 月起就开始对蜱虫进行监
测。今年的监测将持续 8 个月，比往年多
两个月，监测工作难度更大，覆盖即墨 3
个街道。”张伟松表示，目前他们已采集蜱
虫1300余只。

为更好地宣传蜱虫防控知识，即墨区
疾控中心利用即墨电台疾控专家在线、疾
控中心抖音直播、疾控公众号、报纸等多渠
道开展宣传，让蜱虫防控知识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同时，即墨区疾控中心加大对基
层卫生院临床大夫、公卫人员及乡村医生
的培训频次和范围，实现早发现、早治疗，
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切实提高发热伴的
诊疗和处置能力。

爬山头钻羊圈“蜱虫猎人”捉虫忙
即墨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38℃高温下“全副武装”采集蜱虫样本

/ 延伸 /

户外如何防蜱虫
外出游玩如何预防蜱虫叮咬？即

墨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
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等地，在野外环
境下尽量穿浅色长衣长裤，扎紧裤管
并涂抹驱虫产品。户外活动后要仔细
洗澡检查，重点检查蜱虫容易藏匿的
颈部、耳后、腋窝、大腿内侧、腹股沟等
部位有没有小红点或肿包等。一旦发
现被蜱虫叮咬，不要生拉硬拽、强行拔
除，建议前往就近医院寻求治疗。

随着气温升高，病媒生物进入
活跃期，以蜱虫为媒介的发热伴血
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疾病的发病风险
大大增加。为了解蜱虫种群、分布
以及季节消长规律，每年 4 月至 9
月，在荒郊野外、田头林间、牛棚羊
圈里，都有一群“捉虫人”在忙碌着，
他们就是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昨天
上午，为切实做好监测工作，即墨区
疾控中心病媒消杀科和传防科工作
人员来到鳌山卫街道监测点开展蜱
虫监测工作。夏日炎炎，蜱虫如何
捕捉？青岛早报记者跟访疾控人
员，记录他们冒着酷暑、顶着热浪捉
虫取样，用如雨的汗水和勤劳的双
手筑牢人民健康防线的幕后故事。

/ 对话 /

做好疾病防控
我们义不容辞
记者：高温下工作有何体会？
仇吉珊：对于病媒生物采集来说，

不论严寒酷暑，只要有采集任务，我们
就要保质保量地完成。

记者：从事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

仇吉珊：做疾控工作需要强烈的
责任感。疾控人的生活是平凡的，但
做好疾病预防控制、传染病监测，我们
义不容辞。

记者：如何更好地开展病媒监测
工作？

苏丁绪：下一步，我们将及时调
整和完善病媒生态防控策略和措施，
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工作，提高当地居
民对病媒生物及传播疾病的认知水
平，增强个人防护意识。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康晓欢 袁超 实习生 于萌

蜱虫被收集到瓶子中。

工作人员在羊圈收集蜱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