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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多样
#

全省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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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三面被山地环绕
#

中部为江汉平原

和丘陵
#

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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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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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河流数千条
#

水源充

足
#

水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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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媒介

按蚊孳生和疟疾传播
#

属不稳定间日疟流行区 %

:

&

'

李凯杰 : 尚晓鹏 ! 皮琦 : 张华勋 : 童玲 ?D

!

摘要
!

目的 了解近年来湖北省主要传疟媒介按蚊季节消长
$

栖息
$

吸血和孶生地等生态习性

及其密度变化情况
#

为消除疟疾前蚊媒防制工作提供依据
(

方法 于
!C#!

年
A

)

>

月
4

选择京山县
$

广水市和随州市曾都区为调查点
#

采用人工叮咬
$

帐诱捕蚊和灯诱
?

种方式进行媒介按蚊密度监测和

生态习性调查
(

对调查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检验
(

结果 调查捕获的传疟按蚊均为中华

按蚊
#

未发现嗜人按蚊
(

京山县人诱密度成蚊密度
A

月份最高
#

为
A=$C

只
E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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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都区帐诱密度
@

月份最高
#

为
C=#@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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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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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市灯诱密度
A

月份最高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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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

夜
(

中华按蚊幼虫密度在不同孳生

地以
@

月下旬和
>

月上旬为高
(

结论 湖北省原嗜人按蚊和中华按蚊复合媒介区
#

现已很少发现有

嗜人按蚊的存在
#

中华按蚊幼虫孳生地以稻田为主
#

中华按蚊幼虫密度和成蚊密度季节消长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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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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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监测点按蚊密度及叮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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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一步了解当前传疟媒介密度变化和吸血习性
#

孳生习性
#

地理分布情况
$

本研究选择了
E

个省级

监测点进行了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和生态习性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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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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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点的选择

选取位于大洪山南部的京山县孙桥镇
$

地处长

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交汇地带的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

和位于桐柏山南麓的广水市郝店镇进行蚊种
#

成蚊

密度
#

幼虫密度和生态习性调查
%

E

个镇为湖北省

近年来疟疾发病较高的嗜人按蚊与中华按蚊混合分

布的省级监测点
%

!'(

按蚊密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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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蚊种类及密度调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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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F

&

G

月
$

每月进行
:

次
$

每次分当天

晚上和次日凌晨两个时间段工作
$

全年共监测
E

次
%

幼虫密度
#

成蚊生态习性的调查时间与成蚊密度调

查时间一致
%

采用人工小时法
!

栖息蚊虫捕捉法
"#

诱蚊灯法和人帐诱法捕蚊
%

所捕获成蚊均带回实验

室
$

参照
'

疟疾防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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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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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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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要点进

行蚊种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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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密度调查

每个调查点选择
!

个水塘
!

房屋前
#

后水塘
$

约
F"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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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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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导流水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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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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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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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记录勺水中按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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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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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习性调查

选取固定观察点
$

在蚊虫活动季节
$

记录和收

集当地的气温
#

湿度
#

雨量及农作物种植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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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和资料分析

成蚊密度监测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省级和国家级

监测点数据库
$

幼虫密度及生态习性的调查由省级

专业人员和各监测点人员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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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调查数

据来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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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完成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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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
$

对

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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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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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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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密度

京山县稻田中幼虫密度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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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卷终
"

'() * +,- ./0/12) 3214 567,89,0 !":$4 ;6<=%!4 56=&

!

讨 论

#>?$

#

:>>"

年
$

由于湖北部分丘陵地区出现了

疟疾回升现象
$

全省在重点疫区开展了对传疟媒介

中华按蚊和嗜人按蚊的分布及生态习性的调查研

究
%

结果发现
$

在疟疾发病率较高的市县
$

中华按

蚊都有分布
$

在双季稻区有
!

个季节高峰
!

@

月下旬

和
>

月下旬
"$

单季稻区为
:

个高峰
!

?

月中旬
"$

栖

息地人房内平均构成比为
:$=>&A!!B=>BA

$

牛栏内

为
?$=!#A!?>=@CA

$

猪栏内为
>C=@$"!>$=@$"

&

%#@

'

(

嗜人按蚊在双季稻区有
!

个季节高峰
!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和
>

月中下旬
"$

单季稻区
:

个高峰
!

?

月下

旬
"

&

?

'

$

人房内平均构成比为
@&=C@"!?%=C%"

$

牛

栏内为
:C=BC"!:%=?C"

$

猪栏内为
%=!$"!>=!$"

&

%#>

'

%

本次调查中两种按蚊的季节高峰与之前调查基本一

致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湖北省传疟媒介的种群已

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优势蚊种中华按蚊的密度较往

年有所下降或相对保持稳定
%

在历史上属于嗜人按蚊

与中华按蚊混合区的京山县
)

广水市
)

曾都区&

:C

'

$

捕获蚊经形态学或者卵块鉴定均为中华按蚊
$

说明

嗜人按蚊作为我省传疟媒介的可能性很小
$

而中华

按蚊是当前传播疟疾的单一蚊种
%

虽然中华按蚊成

蚊人诱密度与
!CC$

#

!C::

年中华按蚊监测密度相比

均有所下降或相对保持稳定
%

但是本地疟疾流行的

风险在当地依然存在
%

当前
$

输入性疟疾呈逐年上

升趋势
$

传疟媒介的风险依然存在
$

密度监测应引

起高度警惕
%

另外
$

各地在不同场所调查的中华按蚊幼虫密

度较为一致
%

不同类型的孳生地的幼虫密度
$

均呈

@

月下旬下降
)

?

月回升
)

>

月又下降的趋势
%

@

月上

旬幼虫密度增高
$

与当时温度
)

湿度适合蚊虫的繁

殖
$

稻田中开始注水
$

孳生环境空间大幅增加有

关
%

随后的下降与水稻的灌溉渠干涸有关
$

?

#

>

月

上旬各地进入雨季
$

随着降雨量增加
$

幼虫密度有

所回升
$

到
>

月下旬随着温度下降以及水稻收割
)

稻田的干涸
$

幼虫密度必然下降
%

!C

世纪
?C

年代中期中华按蚊吸人
)

畜
!

牛
)

猪
"

血比例分别为
BB=C$A

)

&&=>$A

$

而本次调查

分别为
:!=@?A

)

?@=!!A

$

吸人血比例比下降了

&:=BBA

$

与吴光华等 &

::

' 调查一致
%

这可能与居民

生活环境的逐步改善
$

防蚊措施进一步完善有关
%

同时
$

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
$

导致了人
)

畜吸

血比例亦有差异
%

因此
$

加强宣传教育
)

减少人蚊

接触机会仍是预防疟疾的关键措施
%

调查发现
$

中华按蚊成蚊密度变化与稻田中幼

虫密度季节消长变化基本一致
%

这与张平 &

:!

' 调查

的中华按蚊活动高峰为
@

#

?

月一致
%

针对蚊虫密度

高峰不同的情况
$

各地应根据当地情况
$

有针对的

开展防蚊灭蚊工作
%

通过对疟疾媒介按蚊密度及生态习性的调查和

分析
$

近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我省传疟蚊虫的生态习

性
)

种群变化和消长规律
$

对科学制定防蚊灭蚊对

策和措施
)

阻断疟疾传播
)

如期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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