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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能吸血的昆虫可能就是分布各地的虻了，记得有一个国家为了伤害邻国，破坏邻国的经济建设，曾把大
批患有马传染性贫血病的马匹集中赶到两国的界河上。大家知道马传染性贫血病是由一种过滤性病毒引起的，
流行于世界很多地区的严重暴发性流行性的马传染病，可造成马匹大量死亡。这种病的传播主要是由昆虫中双
翅目的虻类通过吮吸马血将病马的血带到健康马皮肤伤口上机械造成的。 
虻类体型粗壮，飞翔力极强，外表极象一头特大号的苍蝇。体长6-30毫米。俗名叫瞎虻，因为它们飞翔时带着
嗡嗡声又快又急，好象乱飞一样，但决不是瞎飞乱撞。蛇类和其它吸血昆虫一样，只有雌虻才吸血。雌虻口器
甚发达，它的上、下颚及口针都极锋利而发达。每当吸血时，首先用这三件利器划破动物的皮肤，使血液津津
渗出，就是坚韧的牛皮也无从幸免。血液流出后，再由唇瓣上的拟气管将血吸进体内。虻很贪食，一般虻一次
可吸血20-40毫升，特大型的种类甚至一次可吸血200毫升。所以一群虻在叮咬牲畜时，常使牛马浑身血迹斑斑
而狼狈奔逃。由于叮咬后的伤口在蛇类唾液的刺激下常形成肿包、疼痛，所以对家畜骚扰性极大，据统计乳牛
可因虻的叮咬使产奶量下降11-15%，高者可达19-25%。蚊除了能传播马传染性贫血病外，还可传播其它很多种
重要的人、畜疾病，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及我国台湾省等地流行于牛、犬之间的苏位病，此病五十年代也
曾在我国西北骆驼身上发生，造成的损失很大。此外虻还可机械传播大家熟悉的炭疽病，另如在世界上传播较
广的野兔热、丝虫病，马的腰麻痹病、脱拉病、睡眠病、拿干拿病、苏阿鲁病、媾疫病、大脑炎、小泡牲口炎
等等。虽然虻类确是家畜的一大灾星，但它们也有一些用处，那就是它们的尸体可以入药。这在我国明代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着详尽的记载，至今很多中药店还在收购它们，用以配药来替人类治病呢。现在全世界的
虻估计已近四千种，我国已知也约3百种了。它们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温带地区也不少。在环境复
杂多样的自然界中，虻类最喜欢集中的地方是近水而温度较高的地方，水田、沼泽地、苇坑、流水、静水附近
是它们生儿育女的理想环境。它们往往将卵集中产在水中禾本科等植物的叶上，幼虫一孵化便掉人水中，在水
下生活，待到化蛹时才游到岸边。 
由于虻在自然界孳生地区广大，飞翔力又强，此地虽然有所防护，而由其它地区飞袭过来的虻则照样可以为
害，所以治虻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较满意的效果。有人试验，利用一种叫DETA的高效驱避剂喷在牛、马
体上，果然在两小时之内，没有任何虻去牛、马身上吸血。见效快，但只能有短期效果。有人在牧场草原地区
以用烟雾剂灭虻，也有一定效果，但要选择合适的天气。另外还可以破坏虻类孳生地的办法来防治虻类，如在
它们幼虫孳生的水面上撒矿物油，并将水边产有虻卵的植物叶子处理掉，或填平一些小洼等，这些方法虽都有
一定效果，但在大面积开展则浪费人力、物力。人类在观察、研究此类的生活中，发现自然界有一些昆虫天生
是虻的敌人，这些天敌对虻类有一定的杀灭作用，是抑制它们数量增长的因素之一，人们利用这些天敌来消灭
虻类，也是对其防治的重要方法之一。黄胸黑卵蜂可将卵产在虻类卵中，使虻在未发育为幼虫时即夭折于卵
中。据观察对土灰虻卵的寄生率可达23-34%，赤眼蜂也可寄生于虻类卵中。瓢虫和隐翅虫的幼虫见到虻卵是十
分满意的，因为这是一顿美餐。蜂虻的幼虫专门以虻的幼虫和蛹为自己的食物，其效率可达15-20%。有些金小
蜂则将自己的卵产于虻类的幼虫体内，结果虻的幼虫便被吃空身体而死亡。有一些线虫则索性直接寄生于成虻
体内或蛹内，有时在一支虻体内可发现有五六条线虫在那里聚餐。据观察一种叫铁线虫的寄生者对虻的寄生率
达5-6%。有一些绒螨的稚螨也可寄生于成虻体内。此外有些真菌也可感染虻类生病而死亡，如有些地区虻被真
菌感染率达28%。如经人类有意对此散布则常可高达75%。其它一些捕食虻昆虫如胡蜂、食虫蛇、蜻蜓及很多寄
生性昆虫如青蜂、寄生蜂等均可致虻类于死地。所以利用生物防治法防治虻类，前途还是极为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