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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卫生部等
<$

部门联合发布了 !中国消

除疟疾行动计划"

!&<&

#

!&!&

$%& 总目标是'到
!&<=

年(全国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其他地区均无本地

感染疟疾病例)到
!&!&

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

标& 尽管根据全国疟疾流行区划分标准(腾冲县属

于二类县(但近期疫情数据显示(中缅边境腾冲县输

入性疟疾发病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该县历史上曾出

现过多次暴发流行( 经过多年的综合防治(

!&

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末( 疟疾发病率已降至
=@

万以

下)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大(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前往缅甸务工(人口流动频繁(输

入性疟疾大幅上升( 近
$

年疟疾发病数一直位居全

国前列"以县为单位$(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

气候条件(导致其疟区分布复杂(部分地段疫情核实

和分析显示存在输入性疟疾引起继发感染的可能

性& 为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媒介控制措施提供参考依

据( 以促进腾冲县消除疟疾进程(

!&<!

年
A

月选择

腾冲县不同地区开展了传疟媒介分布调查&

!

调查内容与方法

收集当地近
$

年疟疾发病情况( 从报告发病率

"包括输入和本地$高*中*低等不同地区选择滇滩乡

的铜厂脚"海拔
< A=>:<& B

$*中和乡的高田"海拔

< %!?:?& B

$和闫家冲"海拔
< ?A=:%& B

$*新华乡的

大摆田"海拔
< !C!:=& B

$*龙洒"海拔
< $?!:%? B

$

及中心村"海拔
< >C%:&& B

$等
$

个乡
>

个自然村的

不同海拔地区( 于
!&<!

年
A

月
<%

日#

A

月
$<

日(

进行现场调查&

+论著+

云南省腾冲县传疟媒介构成初步调查
尹授钦 ! 李希尚 ! 康显虎 ! 李胜国 ! 王学忠 " 孙晓东 " 王多全 #

﹡

!摘要" 目的 了解腾冲县传疟媒介的分布及构成&方法
!&<!

年
A

月(选择腾冲县不同海拔地区的

>

个自然村(用诱蚊灯在人房和牛棚进行通宵诱捕&对捕获的蚊虫进行形态学鉴定和计数&结果 共捕获了

中华按蚊*昆明按蚊*伪威氏按蚊*多斑按蚊*微小按蚊等
=

种按蚊& 中华按蚊占
C=:$&D

(昆明按蚊占

$:?$D

(其他按蚊占
&:?AD

)不同海拔地区按蚊分布不同&结论 腾冲县传疟媒介种类丰富且分布复杂(不同

区域疟疾传播风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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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调查自然村选择了
=!<&

户的人房!牛

房"棚#悬挂诱蚊灯"美国
*8>( ?: @8AB

公司生产的

;,C D)/(-/0- +2(2/)50, E2F>) G0/H1 =<!I 7 <=" JJ

产品#$诱捕时间为
<KL""

至次日
ML""

$共进行
<K

次

通宵诱捕$将收集到的蚊虫以氯仿处死后在当地实

验室分类鉴定$干燥保存% 蚊虫形态均按&中国动物

志'按蚊分种检索表进行鉴定(

<

)

%

!

调查结果

调查乡镇
!"<"

年
<

月
<

日*

!"<!

年
M

月
$<

日共报告疟疾病例
<<$

例
4

占全县同期报告疟疾病

例数的
<<:I=N

"

<<$OKM&

#$其中间日疟占
II:$MNPM=O

<<$Q4

恶性疟"包括混合感染#占
$$:I$NP!RO<<$Q

%该

乡输入病例占总病例数的
K$:R"N

"

<"IO<<$

#$ 而本

地感染病例占
I:!"N

"

MO<<$

#%

!"<!

年滇滩和中和村

均有本地恶性疟病例报告"表
<

#%

$

个乡"镇#

I

个调查自然村中$共捕获了
! ="R

只按蚊$经形态学鉴定$共有中华按蚊!昆明按蚊!伪

威氏按蚊!多斑按蚊!微小按蚊等
=

种按蚊% 其中中

华按蚊
! $K"

只$占
K=:$"N

"

! $K"O! ="R

#+昆明按

蚊
KI

只$ 占
$:R$N

"

KIO! ="R

#+ 其他按蚊
!!

只$占

":RMN

"

!!O! ="R

#% 结果显示$中华按蚊和昆明按蚊

为调查地区的优势蚊种% 在人房和牛棚均捕获的按

蚊种类一致+人房捕获的按蚊数仅占牛棚的
=<:M!N

PR==O< I=$

#%调查结果显示$中华按蚊在不同海拔地

区分布广泛+昆明按蚊仅在
< M"" J

以上捕获$而微

小按蚊仅在
< %"" J

以下捕获+ 显示不同海拔地区

按蚊分布不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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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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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调查乡镇网报疟疾病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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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云南省是疟疾高发地区!

!

"

#全省各地均有流行#

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
4

使疟疾流行

及疟区分布复杂
4

传疟媒介也复杂多样# 是典型的

复合媒介流行区$ 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传疟媒介的构成及分布不断变化#在疟疾流行地区

开展传疟媒介分布调查 !

$

"

#可为制定相应媒介控制

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腾冲县位于云南西南边境#最高海拔为
$ =>& ?

#

最低海拔为
@$& ?

% 年均气温
#%:@ !

# 最高气温

$&:A !

#最低气温
B%:! !

%年降雨量
< %=& ??

#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 本次调查的最高海拔为
< >=A:% ?

#

最低海拔为
< !@!:A ?

$

董学书!

%

"在云南不同地区调查发现微小按蚊主

要分布在海拔
< !&& ?

以下# 而昆明按蚊主要分布

在
< =&& ?

以上$ 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腾冲县传疟

媒介分布与海拔高度密切相关#即使同一地理区域

&同一行政村'#海拔也显著影响按蚊的分布(中华按

蚊分布广泛#但昆明按蚊在
< =&& ?

以上才可捕获#

微小按蚊仅在
< %&& ?

以下可捕获$

<@>C

年
=

月#邓永元!

A

"在腾冲县古永区&

< =<A"

< >A& ?

'调查结果显示昆明按蚊占传疟疾媒介按蚊构

成比例高达
=$:=D

# 而本次调查显示
# =&& ?

以上捕

获的昆明按蚊比例仅占
C:A@D

&

@CE<%AC

'#提示腾冲县

昆明按蚊在传疟媒介的构成比例可能呈下降趋势$

相比中华按蚊#研究证实昆明按蚊为高效媒介!

C#>

"

F

其传疟作用相当于中华按蚊的
<<&

倍$

!&<!

年病例

核实结果显示滇滩和中和均有本地病例感染# 而同

期的媒介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昆明按蚊仅在同

一区域捕获到# 提示腾冲县不同区域疟疾传播风险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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