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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色库蚊（Culex pipiens pallens）是我国重要的

家栖蚊种，在全国广泛分布，种群数量大，活动季节

长，是我国淋巴丝虫病的重要传病媒介。由于在其

体内能分离出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病毒，也被认

为是乙脑的可能传播媒介［1-5］。本研究通过不同温

度下淡色库蚊各虫期的发育情况，探讨淡色库蚊传

播疾病的有效季节，为适时有效地防制蚊虫传染病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淡色库蚊 淡色库蚊系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

研究所养蚊室保种饲养30多年的品系。

1.1.2 温度控制 光照培养箱为 EYELA（型号：

FL2000H，日本），温度分别设定为10、15、20、25、30、
35、40（±0.5）℃ 7组，每日光照10 h，湿度（75±5）%。

1.2 方法

1.2.1 卵期 将当晚所产的同一批淡色库蚊卵在解

剖镜下进行计数分 7组，放于盛有经MiLLi⁃Q（Elix）
超纯化系统处理的自来水的白瓷碗内。将碗分别置

于 10、15、20、25、30、35、40 ℃（温度上下波动≤

0.5 ℃）的 7组恒温箱内，每天记录孵化情况并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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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淡色库蚊在不同温度下各虫期发育与繁殖情况，探讨淡色库蚊传播疾病的有效季节，为适时有效

地防制蚊虫传染病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方法 将温度设为10、15、20、25、30、35 、40 ℃ 7个组，在湿度同为（75±5）%
的条件下，观察实验室饲养的淡色库蚊卵期、幼虫、蛹期和生殖营养周期变化情况，比较不同温度下各虫期的全发育

时期。结果 温度在40 ℃时，淡色库蚊各虫期均不能发育，在10、15、20、25、30和35 ℃ 6个温度组蚊虫各期均可发

育，其发育时间分别为80.87、46.33、31.07、24.94、17.11和14.41 d。结论 淡色库蚊的发育周期随着温度升高而缩

短，最适宜发育温度为25～30 ℃，温度过高或过低均对蚊虫发育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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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o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fecundity of
Culex pipiens pallens thus to evaluate the transmission capacity during the epidemic seas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mosquito control. Methods The chang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mosquitoes（eggs, larvae,
pupae） and gonotrophic cycle were observ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t 10, 15, 20, 25, 30, 35, 40 ℃ . The full
developmental cycles were compared with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Results All the stages of the mosquitoes were unable
to grow at 40 ℃ ; the mosquitoes developed at 10, 15, 20, 25, 30, and 35 ℃ , the development time were 80.87, 46.33,
31.07, 24.94, 17.11, and 14.41 d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x. pipiens pallens was shorter at
higher temperatures. The optimal temperature for the mosquitoes to develop was between 25-30 ℃ , higher or lower
temperature supp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qui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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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同一温度的水，至连续3 d再无孵化为止。

1.2.2 幼虫期 在每组白瓷碗内放入刚孵化出的1
龄期淡色库蚊幼虫60条，加上猪肝粉和酵母粉混合

（2∶1）的底饲料数滴，共计7组，分别置于1.2.1中不

同温度的7组恒温箱内，然后视龄期每日加底饲料1
次，每天吸蛹1次，记录发育龄期并适当补充同一温

度的水，直至全部蛹化为止。

1.2.3 蛹期 在每组白瓷碗内放入同一天蛹化的淡

色库蚊蛹50只，共计7组，放入纸质蚊笼内，分别把

蚊笼置于1.2.1中不同温度的7组恒温箱内，观察羽

化情况并适当补充同一温度的水，直至羽化完为止。

1.2.4 生殖营养周期 在蚊笼中放入新羽化后 5 d
的淡色库蚊，将1 mg/ml巴比妥钠溶液麻醉后的小白

鼠腹部紧贴在蚊笼壁上，喂血0.5 h。每组吸取25只

饱血淡色库蚊，共计 7组，放入小型养蚊笼内，分别

置于1.2.1中不同温度的7种恒温箱内正常饲养，喂

5%葡萄糖水。2 d后，放产卵器皿于笼内，每日观察1
次，以观察产卵时间，以上所有实验均重复观察1次。

1.2.5 全代发育周期 从生殖营养周期成蚊→卵

期→幼虫期→蛹期，为全代发育周期。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tata 12.0统计软件，率的 χ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卵孵化时间和孵化率 7组温度中，除40 ℃组

卵未孵化外，淡色库蚊最早孵化为30和35 ℃组，1 d；
最迟孵化为10 ℃组，9 d。最高孵化率为20 ℃组的

81.7%，最低孵化率为10 ℃组的50.6%，不同温度组

间的淡色库蚊卵孵化率（除 40 ℃组外）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10～35 ℃＝52.490，P＝0.000）；平均孵化时间

为1.01～7.03 d，见表1。

2.2 幼虫蛹化时间和蛹化率 7组温度中除 40 ℃

幼虫组未蛹化外，淡色库蚊最早蛹化为35 ℃组，6 d；
最迟蛹化为10 ℃组，47 d。最高蛹化率为30 ℃组的

82.5%，最低蛹化率为10 ℃组的10.8%，不同温度组

间的淡色库蚊蛹化率（除 40 ℃组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210～35 ℃＝200.490，P＝0.000）；平均蛹化时间

为9.10～41.61 d，见表2。

2.3 蛹羽化时间和羽化率 7组温度中，除40 ℃组

蛹未羽化外，淡色库蚊最早羽化为30和35 ℃组，1 d；
最迟羽化为10 ℃组，9 d。最高羽化率为30 ℃组的

97.0%，最低羽化率为10 ℃组的60.0%，不同温度组

间的淡色库蚊羽化率（除 40 ℃组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10～35 ℃＝99.580，P＝0.000）；平均羽化时间为

1.30～6.73 d，见表3。

2.4 雌成蚊产卵时间 除40 ℃组淡色库蚊成蚊未

产卵外，其他 6个温度组中淡色库蚊成蚊最早产卵

时间为25、30和35 ℃组，3 d；最迟为10 ℃组，37 d。
每只雌蚊平均产卵最高为 25 ℃组时的 248.62 枚，

最低为 35 ℃组的 40.90枚；平均产卵时间为 3.07～
25.51 d，见表4。

表1 淡色库蚊在10～40 ℃的卵孵化结果
Table 1 The egg hatchability of the mosquitoes at 10 to 40 ℃

温度
（℃）

10
15
20
25
30
35
40

观察卵
数（枚）

154
184
131
186
170
184
164

孵化数
（条）

78
120
109
151
124
129

0

孵化率
（%）

50.6
65.2
81.7
81.1
72.3
70.1
0.0

最早孵化
时间（d）

6
4
2
2
1
1
0

最迟孵化
时间（d）

9
7
3
2
2
2
0

平均孵化
时间（d）

7.03
5.46
2.04
2.00
1.02
1.01
0.00

表2 淡色库蚊在10～40 ℃的幼虫蛹化结果
Table 2 The pupation of the mosquitoes at 10 to 40 ℃

温度
（℃）

10
15
20
25
30
35
40

观察幼虫
数（条）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蛹化数
（只）

13
83
93
96
99
91
0

蛹化率
（%）

10.8
69.2
77.5
80.0
82.5
75.8
0.0

最早蛹化
时间（d）

37
18
13
9
7
6
0

最迟蛹化
时间（d）

47
43
28
21
12
13
0

平均蛹化
时间（d）

41.61
26.09
18.13
14.64
10.28
9.10
0.00

表3 淡色库蚊在10～40 ℃的蛹羽化结果
Table 3 The eclosion of the pupae at 10 to 40 ℃

温度
（℃）

10
15
20
25
30
35
40

观察蛹数
（只）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羽化数
（只）

60
92
95
97
97
90
0

羽化率
（%）

60.0
92.0
95.0
95.0
97.0
90.0
0.0

最早羽化
时间（d）

5
3
3
2
1
1
0

最迟羽化
时间（d）

9
5
4
2
2
2
0

平均羽化
时间（d）

6.73
4.08
3.90
2.00
1.41
1.30
0.00

表4 淡色库蚊雌成蚊在10～40 ℃的产卵结果
Table 4 The oviposition of the mosquitoes

at 10 to 40 ℃

温度
（℃）

10
15
20
25
30
35
40

观察雌蚊
数（只）

50
50
50
50
50
50
50

产卵数
（枚）

4 105
5 645
7 794

12 431
4 687
2 045

0

最早产卵
时间（d）

20
7
4
3
3
3
-

最迟产卵
时间（d）

37
19
13
10
6
4
-

平均产卵
时间（d）

25.51
10.69
7.00
6.33
4.43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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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代发育时间 除40 ℃组淡色库蚊无全代发

育时间外，其他 10、15、20、25、30、35 ℃ 6组温度的

全代发育时间分别为 80.87、46.33、31.07、24.94、
17.11和14.41 d。
3 讨 论

蚊虫传播各种疾病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除

具有对病原体的易感性外，蚊虫的生态习性、种

群数量等也是其传播疾病动力学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6］。所以，研究不同温度下的蚊虫发育情况，是了

解蚊虫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流行

病学的角度来看，通过研究不同温度下的蚊媒发育

情况，测算蚊虫繁殖速度，可预测蚊媒传染病的流

行高峰时间，通过环境、化学和生物防治等方法来

降低蚊媒数量从而达到降低乙脑等疾病传播和流

行的可能［7-9］。

在实验室条件下，通过观察淡色库蚊在 7组不

同恒温下各虫期的发育情况，结果发现，在 10～
40 ℃范围内，淡色库蚊最适宜发育温度为 25～
30 ℃，其中，在 40 ℃及以上蚊虫不能完成全代发

育，在10、15、20、25、30和35 ℃ 6个温度组蚊虫各期

均可发育。蚊虫的发育周期随着温度升高而缩短。

而当温度＞40 ℃时，蚊虫生长发育将出现严重受

阻，各虫期均不能发育。

本研究获得了淡色库蚊在实验室各温度下的发

育情况，由于实验室保存的淡色库蚊其温度、湿度、

光照和营养等饲养条件均大致不变，并且该株淡色

库蚊在室内养蚊室已近亲繁殖30多年，种株有可能

出现退化的现象，其实验室条件下得出的幼虫发育

结果可能会与自然界中幼虫繁殖有些不同，在自然

界中影响蚊虫生长发育的各种因素较多，其蚊虫的

生长发育规律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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