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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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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叶支春、杨东源。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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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管理制度、有害生物分类、

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化学防控、防控效果。

本标准适用于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等级评价，为相关单位项目招标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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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有害生物

3.1.1 有害生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甚至生存产生危害的生物；是由数量多而导

致圈养动物和栽培作物、花卉、苗木受到重大损害的生物。狭义上仅指动物，广义上包括动物、植物、

微生物乃至病毒。

3.1.2 有害生物，包括危害植物的各种害虫、有害动物（蜗牛、螨类等）、病原微生物（真菌、细菌、

放线菌病毒、类病毒、立克次体、类菌质体、线虫）和寄生性种子植物（菟丝子、槲寄生、桑寄生、列

当）等。田间杂草因具有对栽培植物的侵害性，往往也包括在内。

3.1.3 主要分类包括以下方面：

(1) 可以传播疾病的有害生物，也称病媒生物（Vector），如蚊、蝇、蚤、鼠、蜚蠊（蟑螂）、蜱、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C%A0%E6%9F%93%E7%97%85%E9%98%B2%E6%B2%BB%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A4%A7%E5%8A%A8%E7%89%A9%E7%96%AB%E6%83%85%E5%BA%94%E6%80%A5%E6%9D%A1%E4%B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C%A0%E6%9F%93%E7%97%85%E9%98%B2%E6%B2%BB%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C%A0%E6%9F%93%E7%97%85%E9%98%B2%E6%B2%BB%E6%B3%95%E5%AE%9E%E6%96%BD%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8%8D%AF%E7%AE%A1%E7%90%86%E6%9D%A1%E4%B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3%9F%E5%93%81%E5%8D%AB%E7%94%9F%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3%E8%99%AB/843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97%E7%89%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E%A8%E7%B1%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9F%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6%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E%E7%BA%BF%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B%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8B%E5%85%8B%E6%AC%A1%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F%E8%99%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9F%E4%B8%9D%E5%AD%90/6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7%B2%E5%AF%84%E7%94%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91%E5%AF%84%E7%94%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7%E5%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7%E5%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2%E8%8D%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85%E5%AA%92%E7%94%9F%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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蠓等。

(2) 由境外传入的非本地（或一定自然区域内）的原有生物，可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动物、植

物、微生物及病毒等，如红火蚁、松材线虫、豚草、水葫芦等。

(3) 危害建筑和建筑材料的有害生物，如白蚁、木材甲虫等。

(4) 仓储有害生物，如面粉甲虫、谷物蛀虫等。

(5) 纺织品害虫，如地毯甲虫、衣鱼等。

(6) 还有些生物，偶尔进入人类居住场所，引起居民不安，也可列入有害生物，如蜈蚣、蝎子.蟑螂等。

(7) 危害农林作物，并能造成显著损失的生物。如蝗虫、蚜虫等。

3.2 绿色防控

采用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以及科学、合理、安全使用药品，达到预防控制病媒生物的目的。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应以独立完整的防控区域为评价对象，除特别指明外，本标准的评价

范围均不超过该防控区域。

4.1.2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应在项目验收后一年内进行。

4.1.3 申请评价方应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申报材料。评价机构对申请评价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

查并现场核实，出具评价报告，确认等级。

4.2 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

4.2.1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指标包括管理制度、环境防控、物理防控、化学防控、生物防控、防

控效果、安全性评价、负面清单等八项。其中前七项采取评分制，第八项为否决项，实行一票否决制。

4.2.2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按总得分确认等级。

4.2.3 评价指标体系前7类指标的总分均为100分,7类指标各自的评分项得分为Q1、Q2、Q3、Q4、Q5、Q6、

Q7。

4.2.4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总得分应按式（4.2.4）计算。

∑Q=Q1ω1+ Q2ω2 +Q3ω3+ Q4ω4 +Q5ω5 +Q6ω6 +Q7ω7(4.2.4)

4.2.5 评价指标体系前7类指标评分项权重ω1～ω7应按表1所示。

表1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各类指标权重

管理制度

ω1
环境防控

ω2
物理防控

ω3
生物防控

ω4
化学防控

ω5
防控效果

ω6
安全性评价

ω7
10% 20% 15% 10% 15% 20% 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E%E6%9D%90%E7%BA%BF%E8%99%AB/168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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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评价结果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总分值分别对应50分、65分、80

分，负面清单实行一票否决，要求全部通过，且每项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40分。

5 管理制度

5.1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组织机构应健全，设有人力资源、财务、质量控制、药品采购与库房管理、

客户信息管理等相对独立的部门，能保证管理和服务工作有效进行，评价分值为15分。

5.2 制定各项绿色防控项目管理规章制度，评价分值为3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a) 制定绿色防控各类人员工作职责和岗位责任说明书，得5分；

b) 制定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人员聘用、劳动保护、安全与奖惩等规章制度，得5分；

c) 制定药械管理和使用制度，对药械名称、出入库日期、药械来源、贮存量、使用量、使用场所

等内容记录详尽，得4分；

d) 制定实验室、饲养室和配药室管理制度，有关实验仪器使用操作说明书，得4分；

e) 建立药品绿色采购与质量保证制度，得3分；

f) 建立设施设备维护与保养制度，得3分；

g) 建立员工继续教育与培训制度，得3分；

h) 制定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说明书，得3分。

5.3 制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服务的各项操作规范和技术要求，评价分值为3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

累计：

a) 制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服务流程与技术规范，得5分；

c) 制定所用药品和器械使用指南与操作技术规范，得5分；

d) 制定各类害虫密度监测技术规范，得5分；

e) 制定害虫抗药性监测技术规范，得3分；

f) 制定服务场所药效及绿色防控效果评估技术规范，得3分；

g) 建立服务场所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方案制定指南，得3分；

h) 制定绿色防控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械引进与使用管理规定，得3分；

i) 制定预防杀虫灭鼠药剂污染环境管理措施，得3分。

5.4 建立完善的绿色防控服务质量保证体系，评价分值为25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a) 制定绿色防控服务质量方针和服务质量目标，得3分；

b) 规划和确定企业的服务形象和质量信誉，得3分；

c) 制定绿色防控服务质量标准，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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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编制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如：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性文件、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记录表格、

报告等，得3分；

e) 建立服务质量责任制，有完善质控措施和质量管理措施，得3分；

f) 设置专职质量监督员，有质控监督记录和抱怨投诉记录，得3分；

g)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体系，得3分；

h) 建立服务质量客户评定体系，得2分；

i) 建立客户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得2分。

6 有害生物分类

6.6.1 病媒生物（Vector）

6.6.1.1 能通过生物和（或）机械方式将病原生物从传染源或环境向人类传播的生物。

6.6.1.2 注：主要包括节肢动物中的蚊、蝇、蜚蠊、蚤、白蛉、虱、蠓、蚋、蜱、螨和啮齿动物的鼠类

等。

6.6.2 境外入侵生物

由境外传入的非本地（或一定自然区域内）的原有生物，可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动物、植

物、微生物及病毒等，如红火蚁、松材线虫、豚草、水葫芦等。

6.6.3 农林作物虫害

危害农林作物，并能造成显著损失的生物。如蝗虫、蚜虫等。

6.6.4 其他虫害

6.6.4.1 建筑虫害

危害建筑和建筑材料的有害生物，如白蚁、木材甲虫等。

6.6.4.2 仓储虫害

仓储有害生物，如面粉甲虫、谷物蛀虫等。

6.6.4.3 纺织类虫害

纺织品害虫，如地毯甲虫、衣鱼等。

6.6.4.4 生活场所虫害

偶尔进入人类居住场所，引起居民不安，也可列入有害生物，如蜈蚣、蝎子.蟑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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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防控

7.1 环境改造

环境改造总分值为6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厕所、垃圾收集设施周围地面应硬化；建筑物外墙周围地面未经水泥硬化时,宜在裸露的土壤表面

沿墙基布放碎石子进行硬化；建筑物室内地面应硬化，硬化地面不应有裂缝，得5分；

—— 外墙面宜贴瓷砖或水泥抹面,未能贴瓷砖或水泥抹面的外墙面应抹水泥墙围,且墙围与硬化地面紧

密相接，得5分；

—— 建筑物周围离墙1m范围内应无杂草；绿化树木宜有间隔,应定期修剪与地面接触的树枝,绿化植物

及枝条与建筑物间隔距离应≥1m，得5分；

—— 屋基深度宜＞600mm,屋基深度＜600mm时，建筑物四周外围宜加直的水泥防护板，离地面深度＞

900mm，或“L”形水泥防护板，离地面深度＞600mm，“L”横折线在地面下向外展，长度＞300mm，水

泥防护板厚度≥100mm，得5分；

—— 平整地面，封堵鼠洞；封堵墙壁裂缝、孔洞、破损的瓷砖墙面、地板、门窗裂缝、管线通道等处

的孔洞、缝隙，得5分；

—— 室内外建筑物管线、市政管井和下水道系统应设有防范鼠类攀爬、进出和蚊虫孳生和栖息的设施。

与墙壁的空隙应以水泥封堵抹平，得5分；

—— 室内与外界相通的直径（孔径）大于 6mm 的各种缝、孔、洞和管道应使用铁皮、水泥、金属网等

材料封堵；通气孔、排水口等不能堵塞的孔洞，应加装网眼小于 6mm 的铁丝网，电缆槽盒的盖板应保

持紧闭，截面积较大的槽盒内部应使用具有防鼠性能的胶泥进行封堵，得5分；

—— 门与门、门与门框和门与地面间缝隙均应＜6mm;食品库房门口应设高度＞600mm的挡鼠板;厨房和

食物库房等通向外环境的木质门的门框和门的下部应镶高度＞300mm的金属板或设高度＞600mm的挡鼠

板，厨房和食物库房应设有防蚊、防蝇设施，得5分；

—— 厨房操作间下水道排水口设有金属栏栅(箅子)时,栅条间隔应＜10mm;若出水口没有设置金属栏栅,

排水沟的上口应覆盖金属栏栅,栅条间隔或栏栅孔直径应＜10mm,且无缺损。排水孔下方应安装存水弯管，

地漏应加盖具有防虫害功能，得5分；

—— 对污水沟、废弃水塘、洼地积水等大型积水采用填平、覆盖等方法进行整治；饮用水池、消防水

池和集水井等各类永久性储水设施应加盖密闭。污水、雨水、供电、通讯、有线电视等各类地下管沟、

以及容易产生积水的排水系统，应进行改造，管井应保持密闭，井盖预留的孔洞应加装防蚊扣等防蚊装

置，得5分；

—— 外置的垃圾箱（桶）应套垃圾袋并加盖，垃圾转运使用密封式压缩垃圾车，每次要将运输车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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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清除干净，得5分；

—— 农贸市场所有出售鲜肉、活禽、活鱼和水产的摊位都要配备上下水设施，每个摊位应配备加盖垃

圾容器。农村禽畜厩舍地面应硬化，四周建立排水沟通向贮粪池。厕所应为水冲式，并建立化粪池，得

5分。

7.2 环境处理

环境处理总分值为4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生活垃圾应日产日清，不能留有淤积物，贮存用容器应不渗、不漏、能密闭，得10分；

—— 清理室内外环境杂物,不能清除的杂物应堆放整齐,与墙壁保持距离；室外垃圾桶应离墙放置,布局、

数量和垃圾桶容量等符合所服务区域人员正常生活和店铺正常营业的需求,且达到GB 50337、CJJ 27的

要求，得10分；

—— 定期清除环境中各种小型积水，消除蚊虫孳生、栖息环境；地面、地下室及屋顶的排水系统应定

期疏通，防止积水；菜地、果园、农田实行间歇排灌；定期清除水塘、河道漂浮物及杂草。农贸市场的

地沟、阴井、下水道要定期清掏、冲洗，保持畅通。每个摊位应定时打扫，及时清理杂物，保持清洁卫

生，得10分；

—— 生活垃圾、粪便应无害化处理,并达到GB 7959、GB/T 16889的要求，得10分。

8 物理防控

物理防控评价总分值为100分，按照有害生物分类虫害种类不同分别评分并累计：

8.1 病媒生物（Vector）

8.1.1 鼠类防控总分值为25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采用鼠笼、鼠夹或粘鼠板等防控，得10分；

——灭鼠器具应安装在鼠洞及鼠道等位置，诱饵应选择鼠类喜食的食物。捕杀效果不佳时，可先不开机

关，使害鼠放松戒备，待其新物反应淡去，再打开机关，得10分；

——灭鼠器具应经常清理血迹、粪、尿和残余腐败诱饵，并在弹簧等处滴加润滑油，确保使用安全、 有

效，得5分。

8.1.2 蚊虫防控总分值为25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可安装灭蚊灯、CO2灭蚊器等灭蚊器具，得10分；

——食品和药品加工、存放及销售场所，应安装粘捕式杀虫灯，得10分；

——灭蚊器具的安装位置及间隔应符合产品使用要求，灭蚊器具应定期维护，确保安全、有效，得5分。

8.1.3 蝇类防控总分值为25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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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贮存及餐饮场所，应安装纱门、纱窗或防蝇门帘，室内安装灭蝇灯，建议使用粘

捕式灭蝇灯，得10分；

——人员进出频繁的公众用餐场所出入口可安装风幕机；餐厅、厨房、农贸市场等场所可设置粘蝇纸（条、

带）捕杀苍蝇，得10分；

——灭蝇器具的安装位置及间隔应符合产品使用要求并定期维护，确保安全、有效，得5分。

8.1.4 蜚蠊防控总分值为25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

根据防制场所的类型和特点，采用人工捕杀、沸水烫杀、粘捕等方法捕杀蜚蠊，得25分。

8.2 境外入侵生物

8.2.1 红火蚁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严格限制从发生区外运垃圾、土壤、农家肥、草皮、干草、作物秸杆、盆载植物、带土植物（尤

其是苗木）、运土工具、设备等，严格实施检疫措施，防止红火蚁外传，得15分；

—— 就地清理红火蚁滋生地的垃圾、食物残渣和杂草，减少红火蚁适宜发生为害的环境，得20分；

—— 向蚁巢内直接灌入沸水，每隔5～10天处理1次，连续处理3～4次，得10分；

—— 挖掘整个蚁丘，放入水中浸泡24小时以上，得5分。

8.2.2 松材线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及时清理病树和枯死木(包括衰弱木)，将伐倒的病木或枯死木(包括衰弱木)，把病枯死木锯成1-2m

长的木段，用塑料膜作帐幕，采取野外就地帐幕薰蒸，枝丫烧毁的办法，得15分；

—— 建立人工地面网格化疫情监测网络，积极引入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对辖区内的松树开展

每月一次的日常监测和春秋两季专项调查，得10分；

—— 对疫区内的病死（濒死、枯死）松树进行全面伐除，对伐除林地上所有直径1厘米以上的病死松树

的枝丫进行全部清理、销毁，同时对疫木伐桩进行除害处理，得15分；

—— 加强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检查。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后，及时对疫区采取检疫封锁措施，

防止疫木人为流失传播，得10分。

8.3 农林作物虫害

8.3.1 蝗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削减蝗虫的食物源（玉米、小麦、高粱、水稻、谷子等），得15分；

—— 削减蝗虫的生计地（将地形低的地区改为池塘，用于养鱼或者养虾），得15分；

—— 根据蝗虫不同品种的产卵习惯削减蝗虫的产卵地，在枯燥暴露多进行植树造林，增加植物的数量，

增加植物掩盖度到达70%以上，得20分。

8.3.2 蚜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当作物收获后及时对田地进行翻耕，露天种植的话可以将土壤进行暴晒处理；若是大棚种植

进行闷棚处理，得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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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播种或定植前，在苗床铺设约15厘米的银灰色塑料薄膜，苗床上方挂薄膜条。大棚栽培区可在

大棚四周或棚内悬挂银灰色薄膜条或覆盖银灰色膜，得15分；

—— 每亩放12厘米乘20厘米的黄板6至7块，将黄板涂机油后置于保护地内，高出植株，诱杀成虫，

得10分；

—— 使用24目～30目的防虫网，得10分。

8.4 其他虫害

8.4.1 建筑虫害

白蚁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利用砂粒或研砾石颗粒、金属网或护板等作为物理或机械屏障来防止白蚁侵入室内，得15分；

—— 砂粒直径应在1-3 mm之间，得10分；

—— 不锈钢网应在0.5 mm左右，得10分；

—— 将金属和塑料挡板铺在墙基、柱墩、树桩等部位，将建筑物上部与地基隔开，得15分。

木材甲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户外的栈道、木花架、其它的木构件应使用防腐木材产品，得25分；

—— 使用防腐木材，包括流动性的建筑木支架、建筑用竹木手脚架、建筑用木模板、集装箱用木坊木

板、火车车厢用木坊木板、仓库用木垫料（包括坊和板）、包装用木坊木板、农用的竹木支架、家具用

木料（包括木枋和木板）、坑道木、古老建筑维修用木，得25分。

8.4.2 仓储虫害

面粉甲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对工厂仓库展开全面仔细的检查，包括有粉尘堆积的墙体缝隙、地面缝隙、墙角处以及仓库

货架凹槽内等，得20分；

—— 保持放置面粉的容器空气流通，得10分；

—— 湿度环境湿度应为60%～70%之间，温度应为18—24度，得10分；

—— 保持环境的洁净，存放面粉的容器密封性要强，得10分。

谷物蛀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清理废弃物，封堵墙壁的孔洞和盲管（不使用的没有封闭的管道：空压机管道、水管、排水

口等），得20分；

—— 存储方式要遮阳，避光，并且保持干燥不能受潮，得15分；

—— 建议选择密封储存罐储存，得15分。

8.4.3 纺织类虫害

地毯甲虫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用吸尘器吸除地毯上的灰尘和绒毛，得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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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滋生环境，完成度达到90%以上，得30分；

—— 消除滋生环境，完成度达到80%—90%，得20分；

—— 消除滋生环境，完成度达到60%—80%，得15分；

—— 消除滋生环境，完成度60%以下，得0分。

衣鱼防控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人工翻扫衣鱼。如果衣鱼数量不多可以在室内衣鱼可能会经过的虫路上放置市售的粘蝇纸，得20

分；

—— 冷冻杀死成虫、幼虫和虫卵,杀死率达到100%，得30分。

—— 冷冻杀死成虫、幼虫和虫卵,杀死率达到80%—90%%，得20分。

—— 冷冻杀死成虫、幼虫和虫卵,杀死率达到60%—80%，得15分。

—— 冷冻杀死成虫、幼虫和虫卵,杀死率60%以下，得0分。

8.4.4 生活场所虫害

蜈蚣防控总分值为3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环境保持干燥、通风透气，使用生石灰等除湿，得10分；

—— 墙根不堆放杂物，杂物及时清理干净保持整洁的环境，得10分；

—— 夜晚关严门窗，在室外的门窗口附近，用生石灰、硫磺、雄黄酒等撒放，得10分。

蝎子防控总分值为3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打扫室内外环境卫生,清除砖瓦、石块、杂草枯叶，得10分；

—— 房子的周围撒上石灰、硫磺粉之类等有刺激性的东西，得10分；

—— 注意多通风干燥，得10分；

蟑螂防控总分值为4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 人工捕打，得10分；

—— 开水浇缝隙、孔洞和角落，得10分；

—— 在蟑螂孳生所在环境安置粘捕盒，得10分；

—— 彻底清扫卫生，把蟑螂卵夹清除于净并及时用火焚烧，得10分。

9 化学防控

9.1 药品选择：选用高效低风险药剂，评价分值为30分。

9.2 防控前准备评价分值为2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进行化学防控前，应向防控区域相关单位及个人就防控范围、防控时间及注意事项进行告知得

10分；



10

——除操作人员外，其他人员应离开防控现场，关闭空调、风扇、抽风机等设备，并移出宠物、 禽

畜和鱼类，将食品、餐具、玩具等物品移出室外或覆盖，得10分。

9.3 施药方式评价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空间喷雾的应严格按照GB/T 31714的规定执行，得10分；

——滞留喷洒的应严格按照GB/T 31715的规定执行，得10分；

——烟剂熏杀的应按照SN/T 1123的规定执行，得10分；

——毒饵投放应符合以下要求（满分：2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1）应选择儿童、动物不易接触的隐蔽位置，应放置在专用容器中并设有明显标识防止误食，得4

分；

2）毒饵放置位置应编号登记，专人管理，得4分；

3）保持饵剂干燥。应避免用水冲洗投放有饵剂的墙面或地面，得4分；

4）饵剂应定期更换，及时处理有害生物尸体，得4分；

5）食品和药品加工、存放及销售场所不宜使用饵剂，得4分。

10 生物防控

生物防控总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基于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以安全有效、环境友好和使用方便的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为

原则。 以有害生物抗药性调查为基础，与防控对象的的孳生栖息环境相适应，选择适合生物制剂，得

50分；

——生物防控主要方法如下，评价分值为50分：

1）自然天敌：采用食蚊鱼类、家鱼、剑水蚤等杀灭蚊虫；猫、蛇、黄鼬、鹰类等外环境杀灭鼠；

2）病毒杀虫剂：蟑螂病毒pfDNV对嶂螂杀灭，肉毒毒素C毒死老鼠，核形多角病毒寄生鳞翅目昆虫、

棉铃虫、桑毛虫、斜纹夜蛾和舞毒蛾等；

3）细菌性杀虫剂：最主要的是球形芽孢杆菌和苏云金杆菌等生物杀虫剂防控病媒生物；

4）真菌∶如虫霉、白僵菌、绿僵菌等真菌杀死玉米螟、松毛虫等有害昆虫；

5）病毒性杀虫剂：主要防控蜚蠊的毒饵。

11 其它有效防控

此项防控分值为各类有害生物防治绿色防控分类的鼓励加分项，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最高不

超过分10分：

1）植物代谢产物∶生物碱类的印楝素等抑制昆虫产卵、触杀幼虫，得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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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昆虫代谢产物∶昆虫产生的性信息素诱杀成虫等，得5分。

12 防控效果

12.1 根据防控密度水平等级打分，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

—— 达到GB/T 27770、GB/T 27771、GB/T 27772、GB/T 27773规定的A级水平，得50分；

—— 达到GB/T 27770、GB/T 27771、GB/T 27772、GB/T 27773规定的B级水平，得40分；

—— 达到GB/T 27770、GB/T 27771、GB/T 27772、GB/T 27773规定的C级水平，得30分。

12.2 根据非化学措施防控占比打分，总分值为5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

—— 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非化学措施防控作用占全程综合防控效果比重60%以上，得50

分；

—— 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非化学措施防控作用占全程综合防控效果比重40%以上，得40

分；

—— 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非化学措施防控作用占全程综合防控效果比重40%以下，得30

分。

12.3 （注：必须按照以上规则确定有害生物防控效果分值计算，如有异议或者未涉及到的评分规则可

参考 15.1 有害生物防治项目防控效果评分表。）

13 安全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总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调查期间应做好安全防护，避免有害生物带来的危害，得10分。

——对有害生物孳生地进行全面调查，采取分类防控措施，完善垃圾处理、公厕及相关设施的改造，孳

生地处理率95%以上，合格率不低于80%，各类环境防控设施要完善，防护设施合格率95%以上，得10分。

——物理防控所用的器械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且说明书所提及的功能及安全性应通过具有相应

资质的省级检测机构验证，得10分；

——所用的杀虫杀鼠药剂应具有国家规定的有效证件,并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该说明书所提

及的功能应通过具有相应资质的省级检测机构验证，不得使用国家禁止药物，得10分；

——特殊场所尽量不用空间喷洒，防止腐蚀相关设备或造成人群过敏。发现鼠、蜚蠊等病媒生物尽量采

用物理方法或用毒饵控制，得10分；

——施药过程应规范安全防护措施，对操作人员及周围环境无明显不良影响，得20分；

——依据选用药剂种类、化学药剂科学合理使用水平及减量控害效果进行评价，评价分值为30分，具体

评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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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的化学药品属于高效低风险药剂，药剂科学合理使用水平高，其中化学药剂用量比非绿色防控

项目减少30%以上，得30分；

2）使用的化学药品属于高效低风险药剂，药剂科学合理使用水平高，其中化学药剂用量比非绿色防控

项目减少20%以上，得20分；

3）使用的化学药品属于高效低风险药剂，药剂科学合理使用水平高，其中化学药剂用量比非绿色防控

项目减少20%以下，得10分。

14 负面清单

—— 违规使用禁用药剂或高毒药剂；

—— 使用的药剂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 在防控过程中发生中毒伤亡事故；

——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 使用药剂造成严重药害事故。

15 附录表

15.1 有害生物防治项目防控效果评分表

有害生物防治项目防控效果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投入指标

(10分)

项目绩效

(5分）
项目绩效规范性

①项目绩效申报材料是否齐全；（3分）

②事前已经过必要的集体决策等（2分）

资金落实

(5分）
预算资金执行率

预算资金执行率=（下拨至项目最终用款单位的资金/项

目年度预算资金）

×100%。

下拨至项目最终用款单位的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项目年度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投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每降低10%扣0.5分，扣完为止。（5分）

过程指标

(10分)

业务管理

（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2分）；

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1分）。

项目质量可控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1分）；

②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

或手段（1分）。

财务管理

（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分）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

定。（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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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监控有效性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分）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段。（1分）

产出质

（30分）

成灾率 成灾率≤4.46‰，每增加0.1‰扣1分。（20分）

无公害防治率 无公害防治率≥86%，每减少1%扣1分。（10分）

产出时

（20分）

有害生物防治当期

任务完成率
当期完成率≥90%，每减少1%扣1分，扣完为止。（10分）

除治延误情况 按期完成除治，每延迟一天扣1分，扣完为止。（10分）

产出成本

（5分）
防治费用预算 防治费用预算不超过得分。（5分）

项目效果

（20分）

经济效益

（5分）

有害生物防治挽回

经济损失

挽回经济损失完成度，完成度每少10%扣1分，扣完为止。

（5分）

社会效益

（5分）

使用绿色防控新技

术
采用绿色无公害除治技术得分。（3分）

防治区民众参与度
在防治区开展过相关培训、宣传得1分，居民意识提升

得1分。（2分）

生态效益

（5分）
保持生物多样性

没有影响防治区域环境情况得分，如影响不得分。（5

分）

可持续影

响（5分）

无公害防治面积变

化情况
有所增加或持平，如比上一年度减少则不得分。（3分）

为除治技术提供新

的实践经验
没有提供的不得分。（2分）

项目满意度

（5分）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5分）

有害生物防治辖区

民众满意度
满意度≥90%，每少1%扣0.1分。（5分）

总分：100分

15.2 拟选用卫生杀虫剂、杀鼠剂类型与剂型

拟选用卫生杀虫剂、杀鼠剂类型与剂型

防治对象 杀虫剂类型 施药方式 剂型

蚊蝇幼虫
生长调节剂、生物或生物

源、有机磷类等

喷洒
微乳剂、水乳剂、喷射剂、可湿性

粉剂、悬浮剂、乳油等

撒布 颗粒剂、粉剂、各类缓释剂等

蚊蝇成虫等飞行

类害虫

除虫菊或拟除虫菊类、有

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

滞留喷洒

可湿性粉剂、悬浮剂、水分散粒剂、

微囊悬浮剂、喷射剂、泡腾片、可

溶液剂等

空间喷雾
微乳剂、水乳剂、水分散粒剂、超

低容量液剂等

其他 饵剂、烟剂、热雾剂、烟雾剂、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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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气雾剂等

爬行昆虫

生长调节剂、生物或生物

源、拟除虫菊类、氨基甲

酸酯类、有机磷类等

滞留喷洒
水分散粒剂、可湿性粉剂、悬浮剂、

微囊悬浮剂、乳油、可溶液剂等

其他

饵剂（胶饵、颗粒饵、粉剂饵、糊

剂、膏剂等）、热雾剂、烟雾剂、

粉剂、气雾剂等

鼠类
抗凝血类、维生素类、抗

生育杀鼠剂等

投放 饵粒、饵块、饵膏等

其他 粉剂、水剂、饵棒等

其他病媒生物

生长调节、生物或生物

源、拟除虫菊类、氨基甲

酸酯类、有机磷类、烟碱

类、苯基吡唑类等

滞留喷洒
可湿性粉剂、悬浮剂、微囊悬浮剂

等

空间喷雾 微乳剂、水乳剂、乳油等

其他

胶饵、饵剂、涂抹剂、驱避剂、粉

剂、热雾剂、烟雾剂、杀虫气雾剂、

防蛀片剂、片剂、球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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