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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掌握西安市病媒生物种群、密度及消长规

律，为控制病媒生物及考核防制效果提供科学依据，根

据《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结合西安市实际

情况，我们于 2009－2012年对蝇类种群、密度及消长

情况进行了现场监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点设置 在全市范围内按东、西、南、北、中5
个方位随机选取 6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随机选择农

贸市场 1 处、餐饮外环境 2 处、绿化带 1 块和居民区 1
个。各个监测点相对固定。

1.2 监测工具 捕蝇笼，规格：圆锥形，笼高400 mm，

ϕ 250 mm，圆锥形芯高 350 mm，顶口ϕ 25 mm。诱饵

为红糖熏醋饵（25 g＋25 ml）加25 ml水［1］。

1.3 监测方法 采用笼诱法。从 3 月中旬起至 11 月

中旬止，每月中旬监测 1 次，白天放置捕蝇笼 6 h
（09：00－10：00布放，15：00－16：00收回，遇大风阴雨

天气顺延）［1］。将捕获蝇类冷冻或用乙醚杀死后进行

分类鉴定［2］，统计蝇种数量，并计算蝇密度。

蝇密度（只/笼）＝捕获蝇总数/布放捕蝇笼数［1］

1.4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蝇种分布 2009－2012 年共捕获成蝇 2378 只，

经鉴定隶属 3 科 10 属 15 种，分别为家蝇（Mu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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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市 蝇（M. sorbens）、厩 腐 蝇（Muscina
stabulans）、颊额腐蝇（M. angustifrons）、元厕蝇（Fannia
prisca）、夏 厕 蝇（F. canicularis）、亮 绿 蝇（Lucilia
illustris）、丝光绿蝇（L. sericata）、铜绿蝇（L. cuprina）、巨

尾阿丽蝇（Aldrichina grahami）、红头丽蝇（Calliphora
erythrocephala）、大头金蝇（Chrysomya megacephala）、新
陆原伏蝇（Protophormia terraenouae）、黑尾黑麻蝇

（Helicophagella melanura）、棕尾别麻蝇（Boettcherisca
fuscicauda）。其中优势种为家蝇、厩腐蝇、黑尾黑麻蝇

和丝光绿蝇。

2.2 蝇密度及构成比 2009－2012年共布放捕蝇笼

896个，捕蝇2378只，总平均密度为2.65只/笼，其中以

家蝇密度最高为 1.45只/笼。不同年度蝇类构成比和

密度有所不同，其中优势种为家蝇、厩腐蝇、黑尾黑麻

蝇和丝光绿蝇，分别占捕蝇总数的 54.71%、10.26%、

10.13%和 9.04%。2009 年蝇密度最高为 3.00 只/笼；

2012年蝇密度最低为2.47只/笼（表1）。
2.3 不同生境蝇类密度 2009－2012年不同生境的

蝇类平均密度以绿化带最高，为 6.76只/笼，居民区最

低，为 0.76只/笼。各年度均以绿化带蝇密度最高，居

民区最低，其中2011年绿化带蝇密度最高达9.36只/笼，

2012年居民区蝇密度最低为0.60只/笼（表2）。
表1 2009－2012年西安市城区蝇类种群密度（只/笼）及构成比（%）

蝇种

家蝇

市蝇

丝光绿蝇

亮绿蝇

铜绿蝇

厩腐蝇

颊额腐蝇

黑尾黑麻蝇

棕尾别麻蝇

新陆原伏蝇

巨尾阿丽蝇

红头丽蝇

大头金蝇

夏厕蝇

元厕蝇

其他

合计

2009年

捕蝇
只数

378
15
29
16
15
37
-
94
-
-
26
5
7

11
-
7

640

密度

1.77
0.07
0.14
0.08
0.07
0.17

-
0.44

-
-

0.12
0.02
0.03
0.05

-
0.03
3.00

构成比

59.06
2.35
4.53
2.50
2.35
5.78
-

14.69
-
-

4.06
0.78
1.09
1.72
-

1.09
100.00

2010年

捕蝇
只数

318
35
61
10
-
59
-
70
19
-
3

-
1
2

-
2

582

密度

1.38
0.15
0.26
0.04

-
0.26

-
0.30
0.08

-
0.01

-
0.004
0.02

-
0.01
2.52

构成比

54.64
6.01

10.48
1.72
-

10.14
-

12.03
3.26
-

0.52
-

0.17
0.69
-

0.34
100.00

2011年

捕蝇
只数

297
36
77
15
-
86
2

18
16
8
2
4
8
6
3
8

586

密度

1.34
0.16
0.35
0.07

-
0.39
0.01
0.08
0.07
0.04
0.01
0.02
0.04
0.03
0.01
0.04
2.65

构成比

50.68
6.14

13.14
2.56
-

14.68
0.34
3.07
2.73
1.37
0.34
0.68
1.37
1.02
0.51
1.37

100.00

2012年

捕蝇
只数

308
14
48
10
12
62
-
59
15
11
1
3
9
6
7

12
570

密度

1.33
0.06
0.21
0.04
0.02
0.27

-
0.26
0.06
0.05
0.01
0.01
0.04
0.03
0.03
0.05
2.47

构成比

54.04
2.45
8.42
1.75
0.88

10.88
-

10.35
2.63
1.93
0.18
0.52
1.58
1.05
1.23
2.11

100.00

总计

捕蝇
只数

1301
100
215
51
20

244
2

241
50
19
32
12
25
27
10
29

2378

密度

1.45
0.11
0.24
0.06
0.02
0.27
0.01
0.27
0.05
0.02
0.04
0.01
0.03
0.03
0.01
0.03
2.65

构成比

54.71
4.21
9.04
2.14
0.84

10.26
0.09

10.13
2.10
0.80
1.35
0.50
1.05
1.14
0.42
1.22

100.00

表2 2009－2012年西安市城区不同生境蝇类密度（只/笼）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计

农贸市场

布笼数
（个）

43
47
45
47

182

捕蝇数
（只）

153
66
40

119
378

密度

3.56
1.40
0.89
2.53
2.08

餐饮外环境

布笼数
（个）

84
90
86
90

350

捕蝇数
（只）

208
123
94

206
631

密度

2.48
1.37
1.09
2.29
1.80

绿化带

布笼数
（个）

43
47
45
47

182

捕蝇数
（只）

235
358
421
217

1231

密度

5.47
7.62
9.36
4.62
6.76

居民区

布笼数
（个）

43
47
45
47

182

捕蝇数
（只）

44
35
31
28

138

密度

1.02
0.74
0.69
0.60
0.76

总计

布笼数
（个）

213
231
221
231
896

捕蝇数
（只）

640
582
586
570

2378

密度

3.00
2.52
2.65
2.47
2.65

2.4 季节消长 2009－2012年不同月份蝇密度季节

消长，除2009年呈单峰曲线高峰在8月外，其他各年度

蝇类季节消长曲线均呈前高后低双峰型曲线，峰值分

别在每年的5月和8月（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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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监测结果显示，西安市城区2009－2012年成蝇有

3科10属15种，总平均密度为2.65只/笼。优势种为家

蝇、厩腐蝇、黑尾黑麻蝇和丝光绿蝇，与笼诱法监测以

糖醋为诱饵优势种多为家蝇、丝光绿蝇等一致［3-4］。西

安市5年捕获的蝇类数量较少，蝇密度偏低，主要与采

用糖醋作为饵料有很大关系，糖醋是短距离引诱剂，在

室外阳光的照射下易挥发，捕蝇效果差，研究发现，与

腐鱼酱饵法相比，糖醋饵粘捕法捕获蝇类的密度指数

平均减少117.5倍［3，5］。

蝇类每年于3月出现，4月密度开始上升，5－9月

形成高峰，10月急剧下降，11月进入过冬期。4类监测

生境中绿化带密度最高，居民区密度最低，与监测生境

的卫生状况有关［6］。各种绿化带、园林区域由于车辆、

行人较多，垃圾产生量大，不能及时清除，垃圾堆放点

偏多，故蝇密度偏高；居民区由于有专业的物业管理，

专人负责垃圾日产日清，故蝇密度最低；农贸市场和餐

饮外环境由于食源丰富、产生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多，为

蝇类提供了很好的孳生场所，故密度高于居民区。此

次对蝇类进行系统监测、分析在西安市尚属首次，初步

掌握了西安市城区的蝇类种群分布及季节消长情

况，对西安市蝇类及虫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有重要

指导意义。

蝇类种群密度、季节消长规律与孳生地的多少、孳

生物的种类及数量，适宜的温湿度都有很大关系。连

续高温和连续低温都会使蝇密度明显降低，形成蝇类

的季节消长规律呈双峰型分布［7-8］。

蝇类密度监测和季节消长调查是蝇类防治的重要

措施之一［3，9］。依据蝇类种群密度、季节消长规律改善

环境、减少和消除蝇类孳生地是控制蝇密度的关键。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根据当地的蝇类孳生及气候特点，

蝇类种群密度及季节消长规律，采取相应措施，广泛动

员居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教育，加强城乡环境

整治，及时消除、清运各种孳生物。重点行业应做到垃

圾、废弃物统一收集、处理，垃圾容器定期清洗，从源头

上减少蝇类孳生［9］。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物理和化

学防治，有效降低蝇密度，从而更好地控制蝇类的孳生

与繁殖，减少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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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9－2012年西安市城区不同月份蝇类密度（只/笼）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2009年

布笼数
（个）

5
6

25
37
33
29
29
33
16

213

捕蝇数
（只）

3
6

45
100
140
172
121
38
15

640

密度

0.60
1.00
1.80
2.70
4.20
5.90
4.12
1.15
0.94
3.00

2010年

布笼数
（个）

30
30
30
28
31
29
27
13
13

231

捕蝇数
（只）

12
35

117
74

120
122
71
22
8

582

密度

0.40
1.20
3.90
2.64
3.87
4.21
2.63
1.69
0.62
2.52

2011年

布笼数
（个）

30
30
27
26
29
26
27
13
13

221

捕蝇数
（只）

23
73

119
92
73

107
72
15
12

586

密度

0.77
2.43
4.41
3.54
2.52
4.12
2.67
1.15
0.92
2.65

2012年

布笼数
（个）

30
30
30
28
31
29
27
13
13

231

捕蝇数
（只）

28
41

104
91

105
114
72
15
0

570

密度

0.93
1.37
3.47
3.25
3.39
3.93
2.67
1.15
0.00
2.47

总计

布笼数
（个）

95
96

112
119
124
113
110
72
55

896

捕蝇数
（只）

66
156
385
357
438
515
336
90
35

2378

密度

0.69
1.63
3.44
3.00
3.53
4.56
3.05
1.25
0.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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