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革热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重要的蚊媒传染病。

2004年夏秋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发生输入性登革热

暴发流行［1-2］。为有效防控该疫情再次发生，掌握登革

热媒介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种群密度及季节消

长基本情况，对宁波市辖区内慈溪、奉化市进行了系统

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时间及监测点设置 2011年4－11月，每月中

旬监测。在慈溪和奉化市按不同地理方位选择居民区4
个，各检查100户；公园、工地、废品收购站及学校和医

院等特殊单位各2个，每处检查积水容器不少于100个。

1.2 监测方法 密度指数法。检查积水容器幼虫孳

生情况和孳生类型，用布雷图指数（BI＝伊蚊幼虫或蛹

阳性容器数/调查户数×100）、容器指数（CI＝伊蚊幼

虫或蛹阳性容器数/调查容器数×100）和房屋指数（HI＝

伊蚊幼虫或蛹阳性房屋户数/调查户数×100）表示。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软件整理数据，用SPSS 11.0
软件对数据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CI、HI 和 BI 监测情况 共调查 12 800 户中的积

水容器14 606只，其中阳性容器1353只，平均CI、HI和
BI分别为9.26%、8.88%和10.57（表1）。
2.2 逐月密度指数 4－11月CI、HI和BI均以8月最

高，分别为17.21%、19.81%和21.69，全年呈单峰型。

2.3 孳生地调查 调查永久性容器 9993 只，阳性

1032只，CI为 10.33%，其中检查水池水缸 5768只，阳

性 659 只，CI 为 11.42%，检查花瓶 2320 只，阳性 206
只，CI 为 8.88%，其他容器 1888 只，阳性 177 只，CI 为
9.38%；暂时性容器共调查 4613只，阳性 321只，CI为
6.96%；CI除花瓶和其他容器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外（χ2＝0.31，P＝0.580），其他容器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60.78，P＝0.000）（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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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掌握宁波市白纹伊蚊种群密度指数变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登革热媒介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对宁波

市不同生境的白纹伊蚊幼虫密度进行监测，对幼虫密度变动规律及其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2011年宁波

市白纹伊蚊容器指数、房屋指数和布雷图指数分别为9.26%、8.88%和10.57，于8月达到密度高峰；永久性容器密度明显

高于暂时性容器，且以水池、水缸最高；居民区密度明显高于公园、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学校、医院等特殊单位最

低。结论 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种群密度与季节消长规律由多方面影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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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生境调查 居民区、公园、建筑工地、废品收

购站及学校、医院等特殊单位检查积水容器蚊幼阳性

率分别为 10.84%、8.08%、8.15%、8.68%和 5.34%，公

园、建筑工地和废品收购站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P＝0.820），以居民区阳性率最高，学校、医

院等特殊单位最低（χ2＝69.67，P＝0.000）（表3）。

3 讨 论

我国将BI作为登革热控制的重要指标，国内研究

普遍认为，BI≥20、CI≥20%、HI≥35% 的地区对登革

热传播有高度危险性，而 BI≤5、CI≤3%、Hl≤4%的地

区则认为基本不会引起疾病传播［3］。此次监测结果显

示，整体上宁波市登革热传播不存在高度危险性，但未

能达到不引起传播的水平，特别是 8月BI为 21.69，说
明对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的控制任务依然艰巨。

文献报道，密度变动与气温、雨量和孳生地环境状

况有关［4］，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白纹伊蚊种群的增殖速

率随着温度的增高而加快，降雨量的增多会使室外伊

蚊孳生地数量增多，从而使其种群数量增加［5］。此次

监测结果显示，4月开始白纹伊蚊各密度指数逐月上

升，于 8月达到最高，后呈逐月下降趋势，与文献报道

相符［6-9］。2011年宁波市降雨量主要集中在5月，整体

雨量明显较往年少。由此可见，随着 5月温度逐渐升

高，加之雨水充沛且持续时间较长，检查到的各类积水

容器普遍未能及时清理，导致大量白纹伊蚊产卵繁殖，

而进入9月后，温度的下降和雨水缺乏，导致白纹伊蚊

繁殖率明显下降。该结果与陆宝麟［10］报道相一致。提

示做好日常的蚊虫孳生地处理，采取环境整治和防蚊、

灭蚊相结合的方法，是蚊媒相关传染病防制的关键。

白纹伊蚊幼虫密度指数受气温和降雨量影响的程

度主要视其所处环境是否易受影响，以及这些环境的

孳生地所占比例是否足以影响整体的幼虫密度。此次

对居民区、公园、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和学校、医院等

特殊单位调查结果显示，白纹伊蚊成蚊以及幼虫密度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宿主的广泛存在与CO2的引诱作

用同样影响巨大；另外，与宁波市有害生物防制市场化

运作以来，对灭蚊工作的重视程度关系密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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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宁波市2011年白纹伊蚊指数法监测结果

时间
（月）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地点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慈溪

奉化

户数

检查
数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12 800

阳性
数
19
0

68
63
83
87

130
96

154
163
27

142
4

93
0
7

1136

永久性容器
（只）

检查
数
547
581
589
636
675
641
711
603
708
679
594
657
607
670
455
640

9993

阳性
数
19
0

58
66
65
95
91
96

106
151
26

144
4

102
0
9

1032

暂时性容器
（只）

检查
数
231
493
325
184
429
166
455
216
468
161
375
171
364
152
261
162

4613

阳性
数

4
0

37
11
46
13
61
21
66
24
14
14
2
8
0
0

321

CI
（%）

2.96
0.00

10.39
9.39

10.05
13.38
13.04
14.29
14.63
20.83
4.13

19.08
0.62

13.38
0.00
1.12
9.26

HI
（%）

2.38
0.00
8.50
7.88

10.38
10.88
16.25
12.00
19.25
20.38
3.38

17.75
0.50

11.63
0.00
0.88
8.88

BI

2.88
0.00

11.88
9.63

13.88
13.50
19.00
14.63
21.50
21.88
5.00

19.75
0.75

13.75
0.00
1.13

10.57
表2 宁波市2011年白纹伊蚊孳生地调查结果

时间
（月）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水池、水缸
（个）

检查
数
555
794
770
750
769
733
744
653

5768

阳性
数

9
85

101
108
154
117
76
9

659

花瓶
（个）

检查
数
324
229
299
278
300
299
305
286

2320

阳性
数

0
15
29
33
60
41
28
0

206

其他
（个）

检查
数
252
202
247
286
292
223
228
158

1888

阳性
数
10
24
30
46
53
12
2
0

177

暂时性容器
（只）

检查
数
724
509
595
671
629
546
516
423

4613

阳性
数
4

48
59
82
90
28
10
0

321

合计容器
（只）

检查
数

1 852
1 734
1 911
1 985
2 016
1 797
1 793
1 518

14 606

阳性
数
23

172
119
269
347
198
116

9
1353

表3 宁波市2011年不同生境白纹伊蚊密度

调查生境

居民区

公园

建筑工地

废品收购站

学校、医院等特殊单位

合计

检查容器数（只）

8 123
1 399
1 509
1 348
2 227

14 606

阳性容器数（只）

881
113
123
117
119

1353

CI（%）

10.84
8.08
8.15
8.68
5.34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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