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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研究新疆喀什绿洲主要蛉种的组成比
!

为制定喀什绿洲内脏利什曼病防制策

略提供依据
"

方法
!""?

#

!"77

年在新疆喀什绿洲伯什克拉姆乡
#

浩罕乡于白天和夜间以人工小时

法
#

灯诱法采集白蛉
!

解剖鉴定蛉种
!

计算当地长管白蛉和吴氏白蛉的种群组成比
!

结合以往新疆喀

什绿洲内
!

种白蛉的组成比的文献
!

比较喀什绿洲主要蛉种组成比的变化
"

结果 夜间共捕获白蛉

7 &$%

只
!

其中吴氏白蛉
7 "@@

只
!

占
A%;&B

$

长管白蛉
%?A

只
!

占
!@;@C

$

白天在人房内捕捉白蛉
!

共捕获白蛉
7D&

只
!

以长管白蛉为主
!

占
?A;$C

%

E7F7"&

&!

吴氏白蛉仅占
7!;$C

%

7%F7"&

&"

与以往调

查结果相比
!

吴氏白蛉占当地蛉种组成比
%

@E;%C

&

上升
!

长管白蛉占当地蛉种构成比
%

%";AC

&

下

降
"

结论 夜间村内捕获白蛉以吴氏白蛉为主
!

白天人房内捕获白蛉以长管白蛉为主
"

吴氏白蛉占

当地蛉种组成比
%

@E;%C

&

上升
!

因此应重视吴氏白蛉在当地内脏利什曼病传播中的作用
!

并制定相

应的防治策略
"

【关键词】 内脏利什曼病
$

黑热病
$

长管白蛉
$

吴氏白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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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绿洲主要蛉种组成比的变动及其与

内脏利什曼病传播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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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绿洲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缘
#

喀什噶

尔河与叶尔羌河冲积三角洲平原顶部
#

包括疏附三

角洲的喀什市
$

疏附县
$

疏勒县以及阿图什市和阿

克陶的平原地带 %

7

&

'

当地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
(

7C%"

年当地已有内脏利什曼病患者的报道%

!

&

#

7C$"

年代被确定为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
(

7CB"

年代初一

些流行严重的乡村患病率达到
$7L

万%

%

&

(

从
#CB&

年开

始当地采取人房杀虫剂滞留喷洒杀灭家栖长管白蛉

的方法
#

结合普查
$

及时治疗患者
$

迅速清除传染

源的综合防治措施
#

至
#CMC

年为止
#

新发病例降至

##

例%

&

&

#

基本控制了当地内脏利什曼病的流行
(

虽

然药物灭蛉措施已实施多年
#

但两种白蛉却仍未获

得有效控制
(

#CCN

年代以来
#

当地内脏利什曼病疫

情再度反弹
#

历年患病人数波动在
!OP#O&

例 %

&!$

&

)

!NNN

年以来
#

历年患病人数波动在
BNP!$&

例 %

$!B

&

(

喀什的伯什克拉姆
$

阿瓦提和伊吾斯坦
%

个乡
!NN!

年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率达
!#L

万
#

成为当时我国内

脏利什曼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

#B

&

(

在喀什绿洲
#

以杀灭家栖性长管白蛉为目的的

室内药物滞留喷洒方法控制内脏利什曼病媒介白蛉

已持续执行了数十年
#

当地媒介白蛉蛉种组成
$

栖

息习性等是否有变化
#

为此对喀什绿洲农业区居民

点进行了白蛉种类及组成比的调查
#

并与当地历年

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

用以观察白蛉组成比的变化
(

)

材料与方法

)*)

夜间捕蛉

!NNM

年
O

月
#B

日至
%N

日在喀什市内脏利什曼病

发病率较高的浩罕乡
$

伯什克拉姆乡
#

选择晴朗无

风天气
#

在日落后
# 6

左右开始在居民点未喷洒杀

虫剂的农户院内人房外墙
$

畜圈采用人工小时法
$

院内灯诱法捕集白蛉
# 6

#

次日解剖捕获的白蛉
#

进行蛉类鉴定
#

计数并统计蛉种组成
(

每乡每旬调

查
&

次
#

共
#!

次
(

!N##

年
B

月
!#

日至
O

月
#$

日又对喀什市浩罕乡的

#!

村
$

B

村
$

C

村以及伯什克拉姆乡
C

村
$

&

村
$

#!

村

进行白蛉调查
#

每天调查时间及方法同上
#

每乡每

旬调查
&P$

次
#

共调查
#&

次
(

)*+

白天捕蛉

!N##

年
B

月下旬至
O

月中旬在伯什克拉姆乡
$

浩

罕乡
#

早晨
M

点开始在人房内用人工捕蛉管法捕捉

白蛉
#

每次捕蛉
#;$ 6

!

捕蛉
#N

户
"#

解剖捕获的白

蛉
#

进行蛉种鉴定
#

统计蛉种组成
(

每旬调查
!P%

次
#

共调查
O

次
(

)*,

麻扎捕蛉

!N##

年
B

月下旬至
O

月上旬
#

分别选择伯什克

拉姆乡
$

浩罕乡村庄附近的麻扎
!

坟场
"

一处
#

选择晴朗无风天气
#

在日落后
# 6

左右悬挂白色幕

布
#

以灯光照射在幕布上以诱引捕集白蛉
# 6

(

次

日解剖捕获的白蛉
#

进行蛉种鉴定
#

计数并统计

蛉种组成
(

+

结果

+*)

蛉种组成

对捕获的白蛉进行鉴定
#

结果发现
*

夜间在居

民点人房内外
+

畜圈共捕获白蛉
# &$%

只
#

其中吴

氏白蛉
# NBB

只
#

占
O%;&D

)

长管白蛉
%MO

只
#

占

!B;BD

(

白天在人房内捕捉白蛉
#

共捕获白蛉
#N&

只
#

则以长管白蛉为主
#

占
MO;$D

!

C#L#N&

"#

吴氏白蛉

仅占
#!;$D

!

#%L#N&

"(

与夜间捕集的结果相反
(

表

明吴氏白蛉白天主要栖于室外
(

在伯什克拉姆乡
$

浩罕乡村庄附近的麻扎
!

坟

场
"

采用灯诱法
(

捕获
%N

只白蛉
#

经解剖鉴定均为

吴氏白蛉
!

!!$

#

"$

"#

!$

只雌蛉中
#

!N

只附腺内

有颗粒存在
#

故为经产雌蛉
(

另
$

只附腺内没有颗

粒
#

为新羽化的雌蛉
(

+*+

白蛉组成比变动的比较

#C$M

年王捷等%

O

&在喀什市
$

疏附县
$

疏勒县开

展白蛉调查
(

发现长管白蛉是喀什绿洲的主要蛉

种
#

吴氏白蛉居次
(

#C$M

,

#C$C

年喀什绿洲居民区

长管白蛉占蛉种组成比为
MC;&D

#

吴氏白蛉占蛉种

组成比为
#N;&D

)

至
#CMM

,

#CCN

年喀什绿洲居民区

长管白蛉占蛉种组成比下降到
MN;!D

#

吴氏白蛉占

蛉种组成比上升到
#C;OD

)

最近
!NNM

和
!N##

年调查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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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

喀什绿洲居民区长管白蛉占蛉种组成比

下降到
%=;>?

!

吴氏白蛉占蛉种组成比上升到

@A;%?

"

喀什绿洲居民区历年蛉种组成调查结果如

表
7

所示
"

!

讨论

!"#

关于绿洲内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播媒介

以往研究表明
!

用绿洲内的长管白蛉
#

吴氏白

蛉去叮咬已感染了杜氏利什曼原虫的仓鼠
!

饲养

%BA -

解剖
!

长管白蛉
#

吴氏白蛉的感染率依次为

$&;!?

$

C&D#$$

%#

%$;A?

$

@D#>

%!

前鞭毛体在蛉胃

内均能大量繁殖
!

至吸血后第
>BC

天
!

前鞭毛体可

抵达咽或喙部&

##!#!

'

"

表明长管白蛉与吴氏白蛉都可

作为内脏利什曼病的媒介
"

在绿洲居民区内的长管白蛉与吴氏白蛉的数量

组成比随人工捕集时间的不同而呈现很大的差异
!

白天以长管白蛉数量居多
!

它与吴氏白蛉组成比为

A#"#%

!

而在夜间两者的组成比变为
%C>"# =@@

!

与

白天捕集的结果相反
"

而
#ACC

(

#AA=

年王革等&

#=

'在

喀什绿洲进行蛉种组成调查的结果显示
!

夜间长管

白蛉与吴氏白蛉组成比为
@ $%#"# &!%

!

白天长管白

蛉与吴氏白蛉组成比为
!>>"@

!

无论昼夜
!

长管白

蛉数量均明显高于吴氏白蛉
"

本调查结果显示吴氏

白蛉占当地蛉种组成比已明显上升
!

长管白蛉占当

地蛉种组成比显著下降
"

由于两种蛉种都是内脏利

什曼病的媒介
!

夜间在居民点内吴氏白蛉大量出

现
!

当可增大该蛉对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播强度
"

因

此
!

原来认为吴氏白蛉在绿洲内数量少
!

仅是当地

内脏利什曼病次要媒介的观点有被重新认识的必

要
"

至于绿洲内两种白蛉组成比变动是否与多年实

施病家喷洒杀虫剂使长管白蛉密度下降有关
!

由于

没有完整的观察记录
!

尚难以稽考
"

!"$

关于人工光源对吴氏白蛉的诱引作用

本调查表明
!

吴氏白蛉在绿洲居民区内夜间成

为优势蛉种
!

其原因当与灯光的诱引有关
"

#A@&

年

在阿图什的调查表明
!

当年居民区仅用煤油灯照明

而尚无电灯时
!

村内长管白蛉与吴氏白蛉的组成比

约为
$E#

&

C!A

'

!

但若在屋檐廊的墙面上挂一盏马灯
!

则在光源附近即可捕获很多吴氏白蛉&

#>

'

!

表明吴氏

白蛉较长管白蛉有更强的趋人工光源的习性
"

尔后

在塔里木盆地的调查
!

也发现在有电灯光的房间

内
!

夜间即有大量吴氏白蛉出现
!

其数量明显超过

煤油灯光房间内的吴氏白蛉数&

#C

'

"

如今在喀什绿洲

内居民均已用电光源来照明
!

而且维吾尔族群众夜

间又有在屋檐廊下半露宿的习惯
!

灯光彻夜不灭
!

当可诱引大量吴氏白蛉前来叮人吸血
!

这在当地内

脏利什曼病的流行病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

另一方

面
!

也对入侵居民点内吴氏白蛉的防制
!

指明了喷

洒杀虫剂的重要靶位
"

!%!

关于两种白蛉的栖性

长管白蛉在绿洲内多栖息于人房和畜舍
!

白

天在这两种场所内可以捕捉到许多胃血处于不同

消化阶段以及产过卵的雌蛉
!

故认为该蛉种为家

栖种类 &

C!A

'

"

采用杀虫剂喷洒室内墙面的方法
!

当

可达到控制白蛉的目的
!

然而药物灭蛉措施实施

多年
!

长管白蛉却未获得有效控制
!

随着墙面上

杀虫剂滞效的消失
!

白蛉的密度即再度上升 &

$

'

"

这与在华东平原地带实施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方

法即可控制家栖的中华白蛉 &

#A

'的结果不同
"

这样

看来
!

喀什绿洲内的长管白蛉可能不是纯一的家

栖种
!

该蛉的栖息地尚待进一步调查
"

在温宿绿

洲
!

业已证实长管白蛉为近家栖种类
!

它除了栖

息于村内的人房和畜舍外
!

也栖息于村周边荒原

地带的洞穴中 &

#!

'

!

从而也可成为村内白蛉的来源

表
&

喀什绿洲居民区历年蛉种组成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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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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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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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14 +/056 !"7$4 89:;&!4 <9;!

地之一
!

在这种情况下
"

仅在人房内喷洒杀虫剂

难于达到完全控制该蛉的目的
!

吴氏白蛉主要栖息于野外
"

夜间进入居民点内

吸血
"

根据我们的实践及文献报道#

!=!!7

$

"

野栖白蛉饱

餐血液后是难以作长距离飞行的
"

必须先停留在吸

血地点附近
"

等待血液部分消化后再飞向野外
!

在

塔里木盆地
"

进入居民点的吴氏白蛉白天可栖于村

周边住屋的外墙基缝隙内
!

黄昏前用黏性纸封闭缝

隙
"

次日取回检查
"

在纸的内外侧均可粘获许多吴

氏白蛉#

7>

$

!

文献也有关于硕大白蛉
%

吴氏白蛉的近

缘种
&

在居民家的花园内数量颇大的报道#

!!

$

!

联系

到喀什绿洲每家均拥有果园
"

并且在卫护果园的围

墙基部和部分住房的墙基部位也有缝隙存在
"

这些

缝隙是否可供两种白蛉栖息或孳生
"

值得进一步调

查
!

本次调查于夜间在伯什克拉姆乡
'

浩罕乡村庄

附近的麻扎
%

坟场
&

采用灯光诱引法捕集白蛉
"

经

解剖鉴定
"

所捕获
%=

只白蛉均为吴氏白蛉
!

推测村

庄附近的坟场可能是吴氏白蛉的栖息地之一
!

新疆喀什早在
#?%=

年即有内脏利什曼病的病例

报道
"

因此内脏利什曼病在当地的流行至今已有
>=

多年的历史
!

#?@=

年代以来
"

经过积极防治
"

当地

内脏利什曼病年发病人数一度被控制在
#=

例左右
"

但干预措施一旦停止
"

发病人数即可迅速回升
"

形

成流行
!

国产五价葡萄糖酸锑钠对当地内脏利什曼

病的治疗有良好效果
"

及时治疗患者当可迅速清除

传染源
"

然而两种媒介白蛉的防制却仍缺乏长效的

手段
"

室内墙面喷洒杀虫剂不能达到长期控制长管

白蛉的目的
"

表明该蛉不是纯一家栖生活的种群
(

野栖的吴氏白蛉进入村内吸血后是否有部分的留栖

在居民点某些生境内的倾向
"

也有待调查阐明
!

弄

清楚两种白蛉的栖性
"

进而研究有效的灭蛉措施
"

对当地内脏利什曼病的防控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

志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喀什地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白蛉采集中给予了大力协助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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