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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Science》刊登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虫媒控制研究最新成果 给蚊子

“打针”阻断疟疾流行 

稿件来源：新快报2013-05-15第A13版 | 作者：陈红艳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3-05-16 | 阅读次数： 

  如何控制世界上最主要的虫媒病——疟疾的传播是世界性难题。记者从中山大学获悉，人类或可利用蚊虫阻断

疟疾等虫媒病的流行。这一成果由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奚志勇教授团队发现，

发表在5月9日的第340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上。 

  细菌“沃尔巴克氏体”阻断疟疾 

  蚊虫是疟疾等虫媒病的传播者。仅在2010年期间，疟疾就导致全球2.19亿人口受到感染，66万人死亡。 

  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奚志勇介绍，利用昆虫内的一种细菌“沃尔巴克

氏体”，使疟疾病原体——疟原虫无法在蚊子体内生存，可阻止蚊虫把疟疾传播给人类。 

  “其作用类似于给蚊虫打‘疫苗’，但又区别于传统的疫苗、药物和杀虫剂。”奚志勇表示，“它是一种新技

术，可使虫媒本身产生对病原体抗性，也可降低虫媒密度。感染这种共生菌的雌蚊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 

  此前，已有科学家成功发现利用沃尔巴克氏体遏止登革热的研究策略。近20年间，全球科研人员希望用沃尔

巴克氏体来控制疟疾，但一直未能成功。 

  该联合研究中心另一专家、中山医学院教授卞国武，花费3年多时间，完成了该实验核心部分，利用胚胎显微

注射技术使沃尔巴克氏体与斯氏按蚊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 

  目前，奚志勇教授团队已成功使斯氏按蚊携带上沃尔巴克氏体，并且在实验室条件下使该共生菌扩散至整个蚊

虫种群中。 

   

  共生菌不会传染给人 

  奚志勇表示，沃尔巴克氏体不会通过蚊子传染给人类。“这种共生菌远远小于蚊子唾液管大小，因此即使蚊子

叮咬人，沃尔巴克氏体也释放不出来，更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 

  据了解，这种共生菌能垂直传播（通过母亲遗传给子代），但很难平行传播(成蚊之间的传播)。它可以使携带

沃尔巴克体的雌蚊产生生殖优势。此外，还能对广泛人为病原体产生抗性。这都使其未来的应用前景广阔。 

  此外，采用奚志勇教授团队的方法，一旦沃尔巴克体释放到蚊群中，基本上不需要再次释放，在疾病流行区的

所有人群都将受益。“从源头控制，比使用杀虫剂、药物和人类疫苗更经济、更持久、更环保，特别是在疟疾流行



的贫困地区具有可行性。”奚志勇说。 

  未来10年拟应用于100个国家 

  据介绍，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工作。下一步将在印尼、越南、美国、中国、巴西等地试点，开展现场应

用工作。 

  奚志勇表示，未来10年，计划在全球100个国家推广运用这项技术。另外，该项目在广州也有投入，研究未来

还会向除农业害虫和登革热发展。 

  据了解，疟疾主要是通过斯氏按蚊传播的，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如印度每年会爆发约9000例疟疾。“广州

没有疟疾，这一点市民无需担心，但广州是重要的登革热发病区，近几年经常爆发，传播虫媒主要是白纹伊蚊。市

民需要采取一定措施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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