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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登革热是经蚊虫叮咬人体传播的重要传染病，主要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广泛流行于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白纹伊蚊属于大部分地区登革热的主要媒介。现就白纹伊蚊在我国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及

对登革热病毒易感性和传播方式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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