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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系统地总结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鼠疫与环境图集6的设计思想 !研制方法和原则以及图集所揭示的内容

和规律 首次利用图集的方式进行空间分析 研究我国鼠疫的流行 !防治和疫源地特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图集主

要由序图组 !环境背景图组 !世界鼠疫流行及疫源地背景图组 !自然疫源地与环境图组 !流行图组 !宿主分布图组 !

媒介蚤图组 !鼠疫菌生物型图组 !防治机构图组和防治效果图组组成 在鼠疫病情数据的处理和病情图的制作 !环

境背景图的制作和疫源地特征图制作等方面 都力求多层次 !多角度和多种方式地表达鼠疫与环境的关系 它客

观 !科学地反映和阐述了我国 多年来鼠疫流行的空间和时间特征 揭示了我国鼠疫疫源地的分类和分布以及

鼠疫菌的质粒组合和生化特性的地域分异规律 并发现鼠疫疫源地的分布和形成与地球化学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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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其预防和控制

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年 在卫

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 中科院和卫生部

所属的相关研究单位开始着手研制5中华人民

共和国鼠疫与环境图集6≈以下简称5图集6 

年 该5图集6正式出版 ∀一年多来 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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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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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鼠疫的科研防治领域和国民经济建设 以

及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便于政府决

策管理部门和鼠疫的防治科研部门充分掌握和

利用该5图集6所反映的信息和成果 本文将系

统地介绍它的设计和指导思想 !研制的原则和

方法 以及它所表现的主要成果 ∀

1  图集设计思想和原则

111  主题思想

主要指/图集0研编制的主旨 !目标和意

义 本5图集6研制设计的主题思想是 通过系列

图件研制 全面 !系统 !综合地分析总结以往有

关鼠疫流行 !防制 !监控 !疫源地性质等的统计

报表 !调查资料和科研成果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科学 !直观地表述和揭示中国鼠疫的历史变化 !

现状 !流行规律和影响因素 疫源地类型和分布

模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鼠疫菌生态型分类和

空间分布特点 鼠疫菌与媒介昆虫和宿主动物

的关联性 以及多年累积的防治监控经验等 使

对鼠疫发生 !流行 !监控的了解和掌握更加全面

深入 并尽可能地对鼠疫的地理流行规律和防

制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在实现应用上对鼠疫防

治和科研能起到指导作用 

112  设计原则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明确图集类别  图集大的类别主要包

括普通图集 !专业图集 !专题图集和其它 

本图集主要按图集内容划分 普通图集的

内容和格式比较稳定 主要为地理内容 专业图

集则因其学科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而有所

区别 但图集的选题内容也相对地比较恒定 如

地质图集 土壤图集 气候图集等 而专题图集

的内容范围 !表现方式 !编排格式等则变化较

大 不那么固定 其选题内容将随专题图集的性

质和所研究的程度不同而异 具有较大的变化

和自由度 

确定图集制作性质  一般将图集的制

作统称为编辑或编纂 实际上 严格说来 应分

为 种智作性质 即编辑 !编制和研制 编辑指

图集制作时 该图集的结构和内容范围已有现

成的模式可循 而且图集中的大部分图稿不需

要完全从头编制 已有或部分有现成的图件资

料可资利用和改编 或者进行部分新资料补充

和更新 编制是指/图集0制作时 该图集的结构

和内容范围虽已有现成的模式 但图集中的大

部分图稿需要从头搜集资料进行制作 研制是

指所制作的图集的结构和内容没有现成模式可

循 即图集的内容 !结构 !表现形式都要根据图

集的主旨 !目标以及资料情况进行研究和创制 

并通过图集的研制力求对图集所阐述的论题能

有新的 !高层次的和深入的认识 !揭示和发现 

特别是专题图集本身带专门研究的性质 要求

通过图集的综合表述 !空间分析和空间模拟 能

更好地揭示和发现所研究问题的空间规律和科

学认识 甚至是重要的科学理论问题 因此 笼

统地认为地图编辑不是研究性质工作的看法是

不全面的 应该分清情况 即使是单纯的编辑也

有创新 也要进行研究 而地图集的编制和研制

更是如此 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研究 因为用

图形进行研究需要掌握和占有更全面 !更充分

的调查研究资料和数据 否则 难以进行空间分

析和空间模拟 而且它在揭示研究对象和现象

的空间规律和某些科学理论问题时 具有其独

特的优越性 所以 在一定意义上说 其研究具

有更全面 !综合 !高层次的功能 本5图集6的研

制是一个极好例证 它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鼠

疫流行 !疫源地形成特点及鼠疫菌质粒 !生化和

营养特性等的地域分异规律 

图集内容选题和编排构思  这是正确

确定图集研究内容和结构的问题 每一图集根

据其所要阐述的主题和内容 设计成不同的图

组 每一个图组及每一幅图在图集中不是孤立

的 而应该是整个图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分 图

集内容选题 将因图集类型不同而有不同的要

求和侧重点 对于普通图集和专业图集 虽然有

现成的模式包括内容 !结构和表现形式 但要

力求充实 !更新和创造 而对于专题图集 则其

设计完全是一种新的构建 因此 图件内容的选

题和结构则更要根据专题图集所研究的主旨来

设计 !研制和构建出新的图件模式 它没有现成

的模式可循 它不单纯是现有资料和现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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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图制作 而是将搜集 !掌握的资料通过综合

分析 利用图形进行深层次的空间分析和空间

模拟 以期对研究的问题用图形方式展现 进行

科学分析 !推理和预测 本5图集6就是以此原则

为基准设计的 它首次用图集的方式较好地揭

示了鼠疫与环境景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用空间

分析和空间模拟的原理 揭示 !阐述和发现鼠疫

的时空流行规律 !鼠疫疫源地的形成机理和鼠

疫菌生态学特性的地域分异特征 

确定图幅层次 !比例尺和图形表现形式

 设计层次要明晰 比例尺和表现形式要避免

单一化 数据图表和文字要适当 不能冲淡地图

的主要表现形式 

编制纲要  根据上述图集研制设计思

想和原则 !选题内容和编排构思以及图的尺度

等制定详细的图集编制纲要 这是在整个图集

制作过程中所必需遵循的指导纲领 

2  材料和方法

编制本5图集6的资料来源  首先 是各

省区市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上报卫生部的历年表

报资料 其次 是由卫生部组织有关专家收集整

理的5中国鼠疫流行史 ∗ 6和5中国鼠

疫及其防治 ∗ 6部文献资料 第三 

来自历年有关地学和鼠疫的科研成果和资料 

病情数据图制作  先进行分析设计 再

进行计算机统计处理 然后机助制图 结果表

明 无论是发病人数和年均发病人数 还是死亡

人数和年均死亡人数 其分布均为非正态分布 

但接近于对数正态分布 因此 有关病情的分级

指标基本上采用百分位值分别为     

 和   个百分位值 与此同时 相应地

还采用离均标准差值来表示各县为制图单位

病情距全国平均值的水平 从而编制了各种病

情指标的离均图 

5图集6中的环境背景图制作  采用最

新资料和成果 对重要图件进行简化 !综合和改

编 赋予新意 更便于阅读和分析 科学信息和

制图指标的选取均有明确针对性 且具有一定

深度 为有关人员分析和揭示鼠疫与环境因素

的关系提供基础知识和科学信息 有很高的实

用性 

鼠疫与环境关系图制作  图件都是新

研制成果 其中 世界和中国鼠疫疫源地景观类

型图 !鼠疫疫源地形成环境分布图 !主要媒介蚤

和宿主动物分布图 !鼠疫菌生态型分类图 !鼠疫

菌质粒组合地域类型图及鼠疫菌营养型分布图

等的编制都是先通过科学分析和概括 形成理

念 继而进行空间分析 然后成图 因此 其编制

与研究过程融为一体 开拓了利用图集进行鼠

研究的新径 

3  鼠疫图集的结构与内容

图集依据所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所要阐述的

问题分成图组 具有多层次 !多尺度和多种表现

形式的结构特征 每个图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

图幅 阐明其特定的分题 共制成 幅图 分

为 个图组 

序图组  由 幅图组成 主要表现中国

行政区划 !人口分布与鼠疫流行区之间的联系 

环境背景图组  包括地势图 !景观俯瞰

图 !地质图 !地貌图 !土壤图 !气候图 !植被图 !动

物图和化学地理景观图等 幅图 该图组可为

了解 !分析 !探讨鼠疫流行空间模式与时间动态 

鼠疫疫源地的形成等与环境关系提供基础资料 

世界鼠疫流行及疫源地背景图组  中

国鼠疫是世界鼠疫的一部分 其流行和分布及

其疫源地的形成是与世界的鼠疫相关联的 为

此 编制了世界鼠疫疫源地分布 !世界鼠疫疫源

地生态景观类型和世界鼠疫三次大流行范围三

幅图 作为研究中国鼠疫的全球背景 

鼠疫自然疫源地与环境图组  本图组

是5图集6重点内容之一 共有 幅 重点在于

阐述和揭示中国鼠疫疫源地的分布 !分类 形成

环境 生态景观特征 动物病阳性点架构 鼠疫

动物病高发区分布与疫源地的关系 鼠疫长期

监测结果等 其中 前三幅图具有特殊意义 即

第一幅/中国鼠疫疫源地类型概图0 第二幅/中

国鼠疫疫源地形成环境分布范围图0 它所表述

的是中国各疫源地形成环境分布的空间范围 

本图可以用来推论或预测鼠疫疫源地可能存在

地域范围 第三幅图/中国鼠疫疫源地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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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图0阐述和揭示疫源地与景观和地球化学

的重要关系 接着 分别对中国的 个类型疫

源地的景观 !流行特点 !宿主 !媒介昆虫 !鼠疫菌

生态型等用图 !文 !照片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最

后 用 幅图对中国鼠疫疫源地的动物病阳性

点 !动物鼠疫高发区及鼠疫监测结果的分布作

了表述 说明了这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鼠疫流行图组  是阐述和揭示中国人间

鼠疫流行特点的 共有不同比例尺的大小图件

幅 它由二大系列图组成 其结构模式见图

 第一系列图 计 幅 用于阐述鼠疫流行的空

间模式 揭示  ∗ 年间中国的人间鼠疫

流行区 !发病记载起始年代 !总发病人数 !年平均

发病人数 !发病年数 !总死亡人数 !年平均死亡人

数 !病死率 !总疫点数 !疫点次数 !最高发病年疫

点数的地域分布模式 第二系列图 计 幅 是

阐述和揭示鼠疫流行时间动态变化的 这里用 

种制图方法来揭示鼠疫流行时间动态变化 一是

用年代变化序列地图来表示中国各地鼠疫流行

的历史变化计 幅 表述内容包括有发病人

数 !死亡人数 !病死率 时间由 年到 年 

基本上按年代划分 每 年一幅 只有首尾 图

例外 分别为 年 ∗ 和 年 ∗

 另外 为较详细表述 年以来 年间

的人间鼠疫发病情况 进行了逐年制图 制图结

果说明了我国鼠疫流行在空间分布上的历史动

态变化 二是用年变化曲线图或柱状图来阐

述 !揭示鼠疫在全国和各有关省县发病人数 !死

亡人数 !病死率 !发病强度等指标的历史变化及

动态趋势计 幅 

流

行

图

组

地域差异空间模式图

幅

      数值图       
  离均图   

 记载起始年

 发病总人数

 年均发病人数

 死亡总人数

 年均死亡人数

 病死率

 鼠疫疫点数 !点次数

 高发年疫点数

时间动态图

幅

动态分布图

幅

 ∗ 年按 年时段

 ∗ 年逐年

 年均发病人数

 年均死亡人数

 年均病死率

动态趋势图

幅

全国

 发病总人数

 年均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年均死亡人数

 发病省数

 发病县数

分省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典型县
  年动态   

  季节动态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图 1  流行图组层次结构模式

ƒ  ×∏∏ ∏ ∏

  中国鼠疫主要宿主分布图组  主要展

示了中国 种主要鼠疫宿主的分布范围 即达

乌尔黄鼠 Σπερµοπηιλυσ δαυριχυσ) !长爪沙鼠

( Μεριονεσ υνγυιχυλατυσ) !布氏田鼠( Μιχροτυσ

βρανδτι) !阿拉善黄鼠( Σπερµοπηιλυσ δαυριχυσ

αλσχηανιχυσ) !灰旱獭( Μαρµοτα βαιβαχινα) !红

旱獭( Μαρµοτα χαυδατα) !喜马拉雅旱獭( Μαρ2

µ οτα ηι µ αλαψανα) !长尾黄鼠 ( Σπερµοπηιλυ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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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νδυεατυσ) !齐氏姬鼠2大绒鼠 ( Αποδε µ υσ

χηεϖριερι)和黄胸鼠( Ραττυσ φλαϖιπεχτυσ) .从其

分布范围来看 ,基本上与各自相关的疫源地相

类似 ,或有不同程度的超出 .这种分布说明了这

些宿主动物对各自相关疫源地鼠疫菌的保存和

鼠疫的传播流行有着重要作用 .

()中国鼠疫主要媒介蚤图组  对 种传

播鼠疫的主要媒介蚤分布进行表述 .它们是方

型黄鼠蚤( Χιτελλοπηιλυσ τεσθυορυ µ ) !近代新蚤

( Νεοπσψλλα πλεσκει) !光亮额蚤( Φροντοπσψλλα λυ2

χυλεντα) !秃病蚤( Νοσοπσψλλυσ λαεϖιχεπσ) !同形

客蚤( Ξενοπσψλλα χονφορµισ) !谢氏山蚤( Οροπ2

σψλλα σιλαντιε ωι ) ! 斧 形 盖 蚤 ( Χαλλοπσψλλα

δολαβρισ) !腹窦纤蚤 ( Ρηαδινοπσψλλα λι ϖεντρι2

χοσα) !原双蚤( Αµ πηιπσψλλα πρι µ αρισ) !方叶栉

眼蚤( Χτενοπητηαλµ υσ θυαδρατυσ)和印鼠客蚤

( Ξενοπσψλλα χηεοπισ) .与上述宿主动物一样 媒

介蚤的分布范围也大体上与相关疫源地的范围

类似 但又不完全相同 还有 有的蚤是好几类

疫源地鼠疫的传播媒介 如谢氏山蚤 !方形黄鼠

蚤等 

鼠疫菌生物型图组  共 幅图 主要表

述不同疫源地其鼠疫菌质粒 !生物化学和营养

特征等方面的地域分异 结果均表现出有重要

意义的地域差异性 表明它们与环境和景观有

密切关系 

鼠疫防治机构图组  主要通过 幅图

反映中国在控制鼠疫过程中有关防治监测机构

的布局和人员设备配置状况 反映了中国鼠疫

防治管理机构的层次性 !系统性 !有序性和科学

性 

防治效果图组  用 幅图简要地介绍

了中国鼠疫防制的成效和改良环境防治鼠疫的

范例 

4  结果 !规律 !发现与讨论

411  鼠疫地理流行规律

本5图集6从不同角度空间和时间 !不同

层次 全国 !省 !县和各类疫源地和不同表现

方式空间模式和曲线图等 详细分析了中国

鼠疫自 世纪中叶以来的流行规律和特点 

空间分布模式与规律  主要表现出其

流行有地域相对稳定和集中的特性 严重流行

区主要围绕疫源地发生 ≠ 流行区主要分布在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以及西部地区 而在以长江

中下游流域为中轴的中部地区则为非流行区 

发病和死亡情况 一般南部病区重于北部病

区 南部又以云南和福建为重 它们绝大部分发

病县的总发病人数和总死亡人数均超过全国平

均值 而北部流行区则以东北 !内蒙古地区为

重 ≈人间发病总疫点数 !发病点次数和最高发

病年疫点数的分布模式基本上与上述发病人数

和死亡人数模式相似 也是中国南部流行区重

于北部 同样南部以滇 !闽为重 而北部以东北 !

内蒙古为重 

时间动态模式与规律  ≠ 中国鼠疫流

行在空间分布上的历史动态和变化是 年

代以前 主要流行区分布于云南  年代以

后则是广东 !福建 世纪初至 年中国北

方地区东北 !内蒙古 !青海也出现了明显流

行 而云南地区在 年代以后却呈明显下降

趋势 迄至 年代后又有回升 见图  总体来

说 年以后全国鼠疫流行基本停息或被控

制 只在我国西部青海 !西藏 !新疆边远旱獭疫

区和云南有少数病例发生  中国鼠疫流行在

时间分布上的历史动态和变化 从全国来说 在

 ∗ 年的 年间是中国鼠疫的严重的

流行期 其最高峰期在  ∗ 年之间 第

二高峰在  ∗ 年之间 此后 全国鼠疫

流行基本停息或被控制 年代始又呈上升趋

势 

由此可见 无论在大流行期 还是低流行

期 其发病曲线总是波状起伏的 他们同时受到

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 这种波动周期可能是

多型的 可能有百 !十 !数年等不同级别的周年

变率 但由于资料长度不够 长周期波动尚难以

科学证实 对  ∗ 年发病曲线进行波谱

分析 确有多种波动周期 但这里只有 年和 

年周期能通过检验 而各省县的历史动态趋势

又各有特点 彼此不完全相同 因此 本图集为

研究全国和不同地区鼠疫的流行规律和特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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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丰富和形象直观的动态图件资料 

世界流行分布模式  中国鼠疫是世界

鼠疫的一部分 中国的鼠疫流行和分布及其疫

源地的形成是与世界的鼠疫相关联的 为此 依

据广泛收集的资料和分析≈ ∗  编制了世界鼠

疫 次大流行范围图 揭示了鼠疫 次大流行

的空间分布模式 其分布范围在 β ∗ ≥β之

间 即南半球到达南非开普敦2澳洲墨尔本2南美

阿根廷内格罗河一线 北半球到达美国 !加拿大

边境2俄罗斯贝加尔南岸2北欧奥斯陆附近一线 

因此 通过了解世界鼠疫流行背景 对帮助进一

步深入研究中国鼠疫的发生和流行规律及其控

制对策和方略 均十分有益 上述结果为研究全

球鼠疫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同时

也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鼠疫的发生和流行规律

及其控制对策 

图 2  全国鼠疫发病人数历史变化动态曲线图1860 ∗ 2001 年

ƒ  ×∏√∏∏ ∗ 

412  鼠疫疫源地分类与分布规律

鼠疫疫源地界限的确定  确定疫源地

界限是研究鼠疫与环境关系及疫源地分类的基

础 以前中国鼠疫疫源地界限的划定带有某种

程度的任意性 此本图集严格遵从国家鼠疫自

然疫源地的判断标准≈ !景观类型和监测阳性

点范围三者来划定各疫源地的界线 因此 界限

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均比以前所绘图件有了极大

的提高 更符合于实际情况 因此 为分析鼠疫

与环境关系和疫源地分类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

据和基础 

进行了新的分类  在原来以区域地貌2

宿主分类的基础上 图集依据年平均气温 !生态

景观和地球化学特点对中国的疫源地进行了新

的分类 首先分出温带富钙类和热带 !亚热带富

铁类 类 然后再分别分为温带 型荒漠草原

型 !草原型 !湿草原型 !山地森林草原2亚高山草

甸型和热带亚热带 型森林和山地森林型 

并应用相应原理和指标对世界鼠疫疫源地作了

统一的分类 首次编制了世界鼠疫疫源地分布

和世界鼠疫疫源地生态景观类型 其分布图表

现世界主要的 块鼠疫疫源地的分布架构 其

类型图主要依据鼠疫疫源地的生态景观特征 

通过研究 将全球的鼠疫分布归纳成 个带状

结构和 类 型 条带状结构 即北温带鼠疫

疫源地景观 !热带鼠疫疫源地景观和南温带鼠

疫疫源地景观 它们的分界大致以年平均气温

 ε 为界 个型 即荒漠草原型 !草原型 !草原2

森林草原型 !高寒草原和草原草甸型 !森林型

只限于热带类 不同景观有不同的宿主动物 !

媒介昆虫和流行特点 对中国和世界鼠疫疫源

地的新分类有利于了解和揭示鼠疫的发生 !流

行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有利于深刻认识鼠

疫疫源地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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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疫源地分布规律  与鼠疫流行区

不同 鼠疫疫源地有其相对的稳定性 从它们在

中国和世界的分布来看 其地理分布规律很明

显 一是分布在温带草源为中心的地带 即主要

分布在荒漠草原到森林草原的地域范围内 二

是分布在高山亚高山草甸和草原地区 三是分

布于热带 !亚热带荒漠草原2稀树草原地区和部

分沿海热带森林地区 几乎很少例外 

鼠疫疫源地分布和形成与地球环境化

学有关  根据上述规律 进一步发现鼠疫疫源

地分布与景观地球化学有密切联系 即疫源地

明显分布在富钙和富铁的景观条件下 荒漠草

原与草原景观以富钙为特征 而热带景观以富

铁为特征 而且据研究 已经知道钙和铁是鼠疫

菌的毒力决定因子 三价铁是鼠疫菌繁殖的重

要因素≈  因此 鼠疫疫源地的形成和存在与

地球环境化学因素有关 这个发现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可见 前者从地理宏观上 后者从地

理微观上 同时揭示了鼠疫疫源地的形成 !发展

和分布规律 这是疫源地研究上一个具有重要

意义的新进展 因为 首先 它告诉人们研究环

境生物因素对疾病或健康的影响 不能把它们

与环境化学因素的影响截然分开 是理念上的

一个突破 其次 为疫源地形成 !发展和分布提

供了富有新意的阐述 对推动疫源地形成理论

的深入发展 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者 对生物病

因地方病的防治和控制提供了新思路 

413  鼠疫菌质粒组合的地域分异规律

质粒是染色体外的遗传因子≈  能自主进

行复制控制着寄主细胞的一定遗传性状 本5图

集6对中国鼠疫菌的 种质粒组合类型≈  进

行了空间分析 发现鼠疫质粒与其所处的地理

环境或自然景观有很重要的联系 即从生物分

子水平研究了鼠疫的空间分布模式 其结果是

北方疫源地荒漠草原2草原2森林草原景观的

质粒类型完全相同 型质粒 可称为北方模

式 而青藏高原疫源地高山亚高山草原2草甸

景观的质粒组合类型则是另一种情况 包括

 !≤ !⁄  型 此  型的组合虽不同 但基本相

似 可称为青藏高原模式 至于云南疫源地森

林景观的质粒组合更为复杂 包括有 ∞ !ƒ ! !

 型 而且 ƒ ! 型还分别含有 个和 个

质粒组 可称为西南模式 可见 环境或景观能

对鼠疫菌质粒性能和遗传分子发生重要影响 

因而使其质粒组合产生明显的地域分异 由北

往南 环境与景观由简单到纷繁 相应地鼠疫菌

质粒组合也由单一到复杂 它可为研究和阐明

鼠疫菌的生物学 !生态学特点 以及因地制宜采

取防制措施提供有用的环境和地球科学依据 

414  鼠疫菌生化特性的地域分异规律

中国鼠疫菌据其糖醇酵解 !脱氮 !营养型 !

内毒素含量等生化特性划分为  个生态

型≈  也可称之为生化型 并联依据鼠疫菌

对甘油和糖是否酵解以及有无脱氮能力 可将

个生态型归为 甘油 鼠李糖 脱氮  
Ξ


甘油 鼠李糖 脱氮   ≤甘油 鼠李糖 脱

氮   ⁄甘油 鼠李糖 脱氮   ∞甘油 鼠李

糖 脱氮  个生化群≈ 其分布为 青藏高原 !

滇西纵谷和松辽平原的鼠疫菌归为 群 黄土

高原 !鄂尔多斯高原和昆仑山  型鼠疫菌归为

群 新疆地区的鼠疫菌归为 群 锡林格勒高

原和昆仑山 型鼠疫菌归为 群 南方滇闽地

区的鼠疫菌归为 群 显然 鼠疫菌生化特性表

现出与环境和景观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只依据

甘油是否酵解 则只有 种空间分布模式 即北

方和青藏疫源地的鼠疫菌都属于酵解型 只有

南方疫源地的鼠疫菌才是不酵解型 

415  流行趋势和疫源地范围的预测

利用一系列鼠疫流行历史变化动态曲线

图 对流行周期性和 年代以来鼠疫的流行态

势作了分析和预测 显示将呈上升趋势 同时 

依据已确定的鼠疫疫源地所在景观类型的性质

制作了 / 中国鼠疫疫源地形成环境分布范围

图0 该图对推测和预报鼠疫疫源地可能存在或

发生的地域范围具有指导作用 

416  鼠疫与环境关系深入研究的新思路和新

课题

5图集6为鼠疫与环境关系深入研究提出了



Ξ  酵解或敏感  不酵解

期 环   砍   科   学



新思路和一系列新课题 如鼠疫流行与气候 !生

态 !环境变化的关系 鼠疫疫源地分布与地理景

观的关系 鼠疫菌型和鼠疫疫源地形成与地球

环境化学景观地球化学的关系 鼠疫菌营养特

征与地理景观的关系 鼠疫菌生物遗传特征与

地理景观的关系 鼠疫防制与景观或地球环境

化学改良等等 也就是说 本5图集6的研究向人

们表明 鼠疫的病因虽是生物因子 但是 生物

因子是要受地球环境物理和化学因素影响和制

约的 所以 研究鼠疫菌的生物学特性 !鼠疫的

流行规律 !鼠疫疫源地的形成机理 以及有效的

鼠疫防制措施都必需考虑环境和景观的深刻作

用和影响 本5图集6特别提出地球环境化学在

其中的作用 

5  结语

首先 分析论证了地图的制作 严格说

来应分为编辑 !编制和研制 类 为利用制作图

集来分析 !研究科学专题或学术问题作了成功

的尝试 

系统论述了/图集0研制的设计思想和

原则以及编制本图集的资料和方法 

阐述了本5图集6的结构和内容 具有多

层次 !多尺度和多种表现形式的结构特征 共

幅图 分为 个图组 每个图组有其特定

的内容和图幅 阐明其特定的分题 

阐述和讨论了/图集0关于时空流行规

律 !疫源地形成与分类 !疫源地估测 !鼠疫菌生

物生化特性等与环境 !景观和地球化学的关系 

环境2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因此 环境与健康制图无疑是 世纪地图研制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特别是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继续迅猛发展 以及人口增长 !食物安全 !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能源枯竭等种种问题的存

在 使人类健康和生存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因

此 通过环境2健康制图来反映和揭示有关问题

和规律 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正如

前所述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生态环境复杂 

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地域差异很大 而经济迅

速发展的大国 其环境变化 !健康状况和疾病构

成均十分复杂多样 因此有必要 也更有条件来

开展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和图集研制 为揭示环

境与健康问题做出更多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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