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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金蝇（Chrysomya megacephala）属于双翅目（Diptera）、

丽 蝇 科（Calliphoridae）、金 蝇 亚 科（Chrysomyinae）、金 蝇 属

（Chrysomya）［1］，呈世界性分布，起源于东南亚［2］，现主要分布于

日本、越南、朝鲜半岛、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尼西

亚、夏威夷及南美，在东洋区极其普遍。在我国很多省份都有

分布［3］。大头金蝇有害的方面：该蝇是常见的医学媒介昆虫，能

传播多种病原微生物，其幼虫具有嗜尸性，可在人体腐烂的伤

口内产卵生长或寄生在人体五官、消化道和伤口等不同感染部

位，引起人体的鼻蝇蛆病、消化道蝇蛆病等［4］；亦可引起多种牲

畜和禽类的蝇蛆病，对畜牧业造成极大威胁。大头金蝇有益的

方面：其嗜尸性特点，在法医昆虫学领域对于法医推断死亡时

间（postmorteminterval，PMI）等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此外，该蝇

幼虫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应用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1 大头金蝇的饲养研究

因不同饲料对蝇的生长发育影响不同，为提高饲养效果，

国内已有不少饲养蝇类的相关研究报道。大头金蝇和丝光绿

蝇（Lucilia sericata）同属嗜尸类昆虫，关于丝光绿蝇的研究国内

外报道很多，而大头金蝇的研究却鲜有报道。Daniels等［5］以酵

母、琼脂和马血等为原料配制丝光绿蝇幼虫期饲料，用于研究

大头金蝇幼虫饲料各组分配比的变化与丝光绿蝇幼虫生长发

育之间的关系，Sherman和My⁃Tien Tran［6］用肝、胰蛋白酶和啤

酒酵母为原料，用以饲养丝光绿蝇的幼虫。许兵红等［7-9］研究了

不同饲料对丝光绿蝇蛹的羽化率、成虫产卵的影响，在丝光绿

蝇的幼虫饲料中添加鱼粉对其进行室内连续饲养，产卵量大于

麦麸组，说明鱼粉饲料有利于丝光绿蝇的发育与繁殖，夏邦

颖［10］研究了蜂王浆对家蝇生殖力的影响，大头金蝇的幼虫主要

是用动物器官进行饲养；王俊刚等［11-12］分别研究了花粉、蜂蜜、

奶粉和糖对大头金蝇成虫生殖力的影响；王争艳和莫建初［13］对

大头金蝇的产卵基质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大头金蝇室内规

模化饲养还在不断的探索中。

2 生物学研究

2.1 温度对大头金蝇的影响 大头金蝇成虫体长 8.0～
11.0 mm，蛹的羽化通常在夜间，羽化高峰在 21：00－24：00，其
自然羽化率可达 44.67%［14］，4～5 d后达性成熟，并开始交配，

大头金蝇的雌虫交配 3～5 d后开始产卵，每雌蝇平均产卵 3.5
次，每雌蝇每次平均产卵210粒左右，产卵时间在13：00－22：00，
产卵高峰期在 21：00－22：00，卵常产于食物的凹缝及凹痕中。

大头金蝇在尸体上的产卵位置一般是自然孔口和伤口处［15］。

该虫在室内连续饲养，各代生物学特性相对稳定，各虫态发育

时间可随温度升高而呈缩短趋势。卵期：杭州种群在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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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为 1.33 d，在 33 ℃条件下，则缩短为 0.46 d 。幼虫期共 3
龄：杭州种群在 18 和 33 ℃时，虫体发育历期分别是 13.13 d
和 3.46 d［3］。第3龄时，体长、虫体质量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而

变短。因此推断，种内密度对大头金蝇的生长可能存在一定的

负效应［16］。蛹期：杭州蝇种在 18 和 33 ℃时，发育历期分别是

12 d 和 4 d。化蛹率可明显受化蛹场所基质及其含水量的影

响。Gabre等［17］研究了大头金蝇的生命表，在实验室 26 ℃，相

对湿度 60%～70%的条件下，内禀增殖率（r）、有限增长率（λ）、

净增殖率（Ro）、平均世代时间（T）分别为 0.2182、1.2438、91.7、
20.7 d，生命期望值为32 d。
2.2 饲料对大头金蝇的影响 食物种类和质量可影响蝇类的

生长发育、存活和繁殖，从而影响蝇类的种群密度。大头金蝇

幼虫主要生长在死亡的牲畜（猪、兔、鸡等）体表和体内，而成虫

则用蜂蜜、糖、奶粉等不同的材料。王俊刚等［12］研究不同饲料

对大头金蝇生殖力的影响，在 25 ℃下，该蝇成蝇取食油菜花

粉、奶粉、白砂糖、蜂蜜、白砂糖＋油菜花粉，其个体死亡50%所

需时间分别为 15、13、90、70、50 d；雌蝇平均寿命分别为 13.0、
17.4、74.7、54.3、45.4 d；产卵期分别为 1.9、1.5、38.4、40.9、
29.7 d；平均产卵量为 2.9、1.8、717.1、439.0、513.9 粒。平均寿

命、产卵期、产卵量最高水平均出现在饲喂白砂糖、蜂蜜、白砂

糖＋油菜花粉，三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油菜花粉、奶

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头金蝇雌雄成虫间的寿命稍有

不同，在人工饲养大头金蝇成蝇时添加适量糖可提高其生殖

力。王争艳和莫建初［13］研究大头金蝇的产卵基质选择行为，结

果对3种基质麦麸、瘦肉和鱼粉进行产卵选择时，该蝇仅在瘦肉

上产卵；在双向气味选择的嗅觉仪实验中，当以麦麸为对照时，

大头金蝇雌雄蝇都选择向瘦肉定位飞行。

3 诱集及防治研究

靳增军等［18］使用腐鱼肠饵法和糖醋饵法诱集蝇类，使用

腐鱼肠饵法诱集的优势蝇种为大头金蝇和丝光绿蝇，分别占

34.4%和26.63%。刘阳等［19］用腐烂鱼肠鱼鳃、红糖食醋以及腐

败鸡蛋3种诱饵诱集的蝇种区别不明显，诱集个体数量上按多

少排列依次为腐烂鱼肠鱼鳃饵、腐败鸡蛋饵、红糖食醋饵，分

别占捕蝇总数的 66.99%、32.07%和 0.94%；不同诱饵诱集的优

势种差别较大，腐烂鱼肠鱼鳃饵诱集的优势种为大头金蝇和

家 蝇（Musca domestica），红 糖 食 醋 饵 为 铜 绿 蝇（Lucilia
cuprina），腐败鸡蛋饵为大头金蝇和瘦叶带绿蝇（Hemipyrellia
ligurriens）。目前对嗜尸类昆虫的防治方法主要采用化学药剂

驱除，针对大头金蝇的防治研究还比较少。周书凯和谢卫颍［20］

研究发现效顺反氯氰菊酯在光面墙体和多孔墙体对大头金蝇

的毒杀效果不同，多孔的墙体效果优于光面墙体。将 14种常

用农药对大头金蝇的毒性进行测定，甲胺磷、乐斯本、三唑磷、

氧化乐果、敌杀死、叶蝉散等杀虫剂对大头金蝇的毒性极高，

尤以前 4 种有机磷杀虫剂毒性最大，处理 8 min，毒效均为

100%［21］；沈立荣等［22］将 9种植物精油对大头金蝇的杀卵活性

进行测定，其中肉桂、丁香、八角茴香 3种植物精油较为有效，

以肉桂油的毒力最强。通过 GC/MC 成分分析，从肉桂油检出

主要成分桂皮醛占 92.33%。合成桂皮醛（含量 97.33%）的毒

力为 0.281 mg/ml，表明桂皮醛是肉桂油的主要杀卵活性成分，

可替代肉桂油作为害蝇杀卵剂利用。对大头金蝇的防治还在

进一步研究中。

4 应用研究

4.1 法医学领域 法医昆虫学是一门法医学和昆虫学相交叉

的学科，是应用昆虫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

解决法律实践中有关昆虫问题的学科［1］。法医昆虫学主要研究

内容是尸体内部、表面以及附近的昆虫标本，通过对昆虫的检

验鉴定，进一步明确昆虫的种类，并确定某一昆虫生长发育状

态。在法医学实际工作中，根据昆虫在尸体上的生态群落演

替，对于推断PMI、死亡方式（manner of death）、死亡地点（place
of death）［3］，揭露事实真相，打击犯罪提供科学依据。

在我国长江流域地区，大头金蝇是首先发现并到达尸体产

卵的蝇类之一，其蝇种鉴定和蝇类幼虫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对

推断死亡时间有重要作用［23］。从形态学上，自然条件下大头金

蝇的卵、幼虫、蛹和成虫发育速度和有效积温的关系可用于死

者死亡时间的推断。幼虫期，在16、20、24、28 、32 ℃温度下，饲

养大头金蝇幼虫并定期取样，显微镜下观察其幼虫期形态变

化，后气门形态、表皮和消化道等随时间而发生规律性的变

化，此变化可作为幼虫日龄的标志，据此将幼虫期划分为 8
个阶段。不同温度下到达上述各阶段的时间不同，低温下需

要时间长，高温下需要时间短。蛹期：在16、20、24、28、32 ℃温

度下，饲养大头金蝇蛹的形态并定期取样、解剖，显微镜下观

察其体表形态变化，大头金蝇蛹期可划分为 7个阶段［24-27］。赵

博等［28］采用形态观察与图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头金蝇幼

虫前气门、后气门、头咽骨进行研究，筛选适合日龄推断的指

标。发现尸食性蝇类幼虫前气门、后气门、头咽骨均随着时间

的延长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其中，咽骨的骨化面积、平均光密

度，后气门的平均光密度是最理想的判断幼虫日龄的指标，为

法医昆虫学实际工作中精确推断死后间隔时间提供了重要的

指导意义。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鉴定范围不断扩展。

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蝇的DNA提取，

不同区域不同种类基因序列差异性比较等研究，为法医学鉴定

提供有效证据。王新杰等［29］对潍坊地区的大头金蝇、丝光绿蝇

和棕尾别麻蝇（Boettcherisca peregrine）等6种蝇类的线粒体DNA
的COⅠ区序列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大头金蝇与其它5种蝇类的

核苷酸差异数分别为 22、32、35、35、37。李凯［30］对杭州地区 6
种常见尸食性蝇类的COⅡ序列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头金蝇

与其它种类的序列差异范围在9.8～15.4。明确了COⅠ和COⅡ

可以作为生物鉴定DNA靶标作用。陈瑶清等［31］对常见嗜尸性

昆虫线粒体DNA提取方法进行比较，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etyl triethyl ammonium bromide，CTAB）法、十二烷基硫酸钠醋

酸钾（sodium dodecyl sulfate⁃potassium acetate，SDS⁃KAc）法和十

二烷基硫酸钠-蛋白酶K（sodium dodecyl sulfate⁃protein K，SDS⁃
PK）法对法医学常见嗜尸性昆虫线粒体DNA的提取效果，结果

3种方法均能成功提取嗜尸性昆虫的mDNA，SDS⁃PK法提取效

果最好，CTAB法对陈旧性样本提取效果优于另两种方法，SDS⁃
KAc法对各类样本的提取效果相近。尹晓宏和王江峰［32］对嗜

尸性蝇类干样本DNA提取方法进行改良，采用树脂结合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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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对样本的浸泡和蛋白酶消化的温度进行优化，可以快速、

稳定地从嗜尸性蝇类干样本中提取DNA。

4.2 营养成分研究 大头金蝇幼虫、蛹、成虫干粉水分含量分

别是6.83％、2.07％和3.70％，干体粗蛋白含量分别为63.72％、

76.81％和 70.54％，粗脂肪分别为 16.43％、12.82％和 7.23％。

蛋白质中氨基酸总量百分比分别为 56.39％、55.61％和

59.12％ ，其中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E％）的 48.34％、

53.08％和 43.91％ ，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之比（E/N）分

别为0.94、1.13和0.81，E/T为3.22、3.54和2.93。大头金蝇幼虫、

蛹、成虫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含量依次是68.12％、61.97％
和 65.93％。含有人和动物所必需的常量和微量元素，但未检

测到有毒重金属镉（Cd）、铅（Ph）［33］。大头金蝇与鱼粉、舍蝇幼

虫、柞蚕蛹相比，营养成分指标较高，是优质的食用及饲用昆

虫，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可观。

4.3 医药资源型昆虫 雷朝亮和钟昌珍［34］最早报道蝇蛆具有

降血脂的作用，蝇蛆几丁糖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总胆固醇（TC）
和甘油三酯（TG）水平。黄义等［35］将几丁低聚糖加工制成咀嚼

片，对其调节血脂作用及安全性进行了研究和评价。赵福等［36］

研究结果证实大头金蝇幼虫油脂有降血脂的效果，3种不同剂

量的大头金蝇幼虫油脂灌喂小鼠后都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小鼠

的血脂水平，降低其TG和TC，并能提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的含量。徐水祥等［37］研究大头金蝇蛆提取物对白

血病和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采用MTT比色法对大头金蝇蛆干

粉提取物不饱和脂肪酸、粗脂肪和蝇蛆干粉分别做体外抑瘤试

验，观察到不饱和脂肪酸、粗脂肪和蝇蛆干粉分别对人原髓细

胞白血病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该剂量对人肺腺癌A 549细

胞的增殖抑制率为（97.0±0.5）%。中药的五谷虫为大头金蝇的

干燥幼虫，有清热解毒、消积滞的功能。

4.4 传粉型昆虫 大头金蝇由于其身体较小，能在花序上自由

爬动，用其舔吸式口器舔食花蜜。当大头金蝇舔食花蜜时，其

尾部产卵器刚好与雄蕊的花药相接触，大量的花粉黏附于腹部

的毛和产卵器上。大头金蝇的访花时间很短仅为3～5 s，舔食

完花盘上的花蜜后飞向另一朵花，腹部接触柱头时刚好为其授

粉［38］。在我国台湾和华南地区，大头金蝇是重要的水果芒果传

粉昆虫，其数量占采粉蝇类的 80%～90%，有时高达 95%以上。

如油菜在大头金蝇授粉、人工授粉、蜜蜂授粉3种方式下，授粉

效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大头金蝇可以替代蜜蜂应用

于农业生产中，但大头金蝇授粉与家蝇授粉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释放期也是大头金蝇授粉的一个关键［39-41］。

4.5 疾病媒介型昆虫 大头金蝇是一种重要的疾病传播昆虫，

不仅可以通过叮咬直接污染食物，还能通过多种途径传播病原

微生物，如肠道细菌、病毒等，引发伤寒、痢疾、霍乱等传染病。

幼虫可以导致哺乳动物甚至人类蝇蛆病，具有很大的危害性［4］。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病媒生物种类、密度

和分布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引发的生物性传染病范围扩大、发

生频率和强度增加。

5 讨 论

大头金蝇是一种常见的法医昆虫、媒介昆虫、传粉昆虫和

资源昆虫，分布广泛，目前国内外对其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生

物学、饲养方法、实验生态学、法医学意义、抗菌物质的诱导等

方面［42-43］。大头金蝇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是一种有较高开发潜

力的昆虫，目前对其探索和研究还仅仅是拉开了序幕，对于该

蝇的法医学应用、生长繁殖和实际应用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

深入研究。

首先，大头金蝇作为一种重要的嗜尸性蝇类，对于法医鉴

定推断腐败尸体的死亡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其种类鉴定主要

依据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DNA鉴定。形态学方面根据大头金

蝇的生长发育过程，应进一步量化明确法医学鉴定中使用的确

切日龄指标，如幼虫的体长、体重、龄期、发育形态、表皮碳氢化

合物等表征［44］。由于实际工作中现场环境多变，对于实地勘查

腐败尸体中的大头金蝇种类鉴定采用形态学方法往往会受到

诸多限制，分子生物学中DNA技术发展迅速，应逐步将DNA技

术应用到大头金蝇的基因鉴定中来，解决卵、低龄幼虫和蛹的

鉴定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的同种蝇类在基因序列上可能存在的

差异，为死亡地点、死亡时间的推断提供有效依据。其次，在大

头金蝇大量繁殖方面，该蝇是优质的食用及饲用昆虫，有一定

的实际应用价值，其开发利用前景广泛，但如何探索最佳温度、

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大量繁殖，实现产业化生产，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探讨。对于大头金蝇的实际应用方面，该蝇幼虫

油脂能否有效提取，能否有效降血脂作用有待研究。大头金

蝇蛆提取物对白血病和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有初步实验室效

果，但是否在临床有较好的疗效，还需要科研工作者进行相关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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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LF在检测中发光信号的强弱与UCP的含量成正比，因而

检测带上的信号也间接反映出被检物含量与上转发光信号的

正比关系，利用T/C曲线定量，再用直线方程计算定量，便可实

现血清中抗体浓度定量的目的。故UPT⁃LF具有快速、简便、特

异、定量等特性，适用于鼠疫现场快速检测和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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