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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其密度调查

李菊林，朱国鼎，周华云，唐建霞，杨国静，曹俊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寄生虫

与媒介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064

摘要：目的 了解江苏省传疟媒介按蚊种群数量及其密度发展变化趋势。方法 于2015年7－9月在江苏省苏南、

苏北和苏中部分县（市、区），采用半通宵人饵诱捕法和全通宵诱蚊灯捕蚊法进行传疟媒介按蚊调查，计算按蚊叮人

率和灯诱密度。结果 2015年7－9月，11个监测点半通宵帐内人饵法共捕获按蚊1 942只，均为中华按蚊；7－9月
各月上、下旬的中华按蚊叮人率分别为3.93、4.79、3.22、2.31、1.23和0.71只/（人·h）；19：00－24：00中华按蚊叮人率

分别为2.73、3.15、2.81、2.65和2.16只/（人·h）。全通宵室内外灯诱共捕获按蚊3 602只，均为中华按蚊；7－9月各月

上、下旬的室内灯诱蚊密度分别为 5.61、7.45、8.10、3.88、1.85和 0.94只/（灯·夜），室外灯诱分别为 16.30、18.10、
25.03、15.94、5.76和4.09只/（灯·夜）。结论 江苏省传疟媒介为中华按蚊；中华按蚊活动高峰在7月下旬至8月上

旬之间；在前半夜均能保持较高的活动频率，20：00－21：00为活动高峰期，在室外活动时间多于室内。应对居民加

强防蚊意识教育，降低各种蚊媒传染病在人群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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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nd density of Anopheles mosquitoes, the malaria vectors, in
Jiangsu province. Methods Anopheles mosquitoes were collected by half night human baiting and overnight light trapping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2015 in south, north and part of middle Jiangsu counties and districts. The biting rates and the
density of light trapp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 942 Anopheles mosquitoes were collected on 11 surveillance
site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2015 by half night human baiting. All collected Anopheles mosquitoes were identified as
An. sinensis. The biting rates of An. sinensis for the first ten days and last ten days each month during July to September were
3.93, 4.79, 3.22, 2.31, 1.23, and 0.71 mosquitoes/person·hour, among which the rates during 19:00 to 24:00 were 2.73, 3.15,
2.81, 2.65, and 2.16 mosquitoes/person·hour. Using overnight light trapping, 3 602 Anopheles mosquitoes were collected
and identified as An. sinensis. The indoor density of An. sinensis for the first ten days and last ten days each month during
July to September were 5.61, 7.45, 8.10, 3.88, 1.85, and 0.94 mosquitoes/night·light, while the outdoor density were 16.30,
18.10, 25.03, 15.94, 5.76, and 4.09 mosquitoes/night·light. Conclusion The malaria vector in Jiangsu province is An.
sinenesis. The peak of activity for An. sinensis is from late July to early August. The activity frequency of An. sinensis is
higher in the first half night, especially during 20:00-21:00. Anopheles sinensis stays outdoor longer than indoor. To reduce
the mosquito⁃borne diseases among residents, the health education on mosquito prevention is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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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处我国大陆沿海中部和长江、淮河下游，

东濒黄海，北接山东省、西连安徽省，东南与上海市、浙

江省接壤，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

省属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气候温和，具有四季分明的

特征，全省年平均气温为15.8 ℃，受季风气候影响，江

苏省降水充沛，年降雨量724～1 210 mm，省内江河交

叉，湖泊较多，气候和环境适宜传疟媒介按蚊繁殖。

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和雷氏按蚊（An. lesteri）
是江苏省最重要的两种传疟媒介［1］。为掌握全省传

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其密度消长变化趋势，于2015年
在江苏省苏南、苏北和苏中部分县（市、区）开展了传

疟媒介按蚊种群密度调查，为输入性疟疾本地传播风

险评估及消除后监测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媒介按蚊密度（叮人率）监测

1.1.1 调查点选择 2015年7－9月，在江苏省苏南

的金坛市、张家港市、江阴市、镇江新区和苏北的淮

安区、新沂市、沐阳县、灌南县各随机取4个调查点，

在苏中的宝应县、高邮市、扬中县随机取 3个调查

点，每个调查点各选取 1个自然村进行媒介按蚊密

度（叮人率）监测。

1.1.2 监测方法 根据《江苏省疟疾媒介按蚊监测

方案》要求，于2015年7－9月上、下旬各一次进行半

通宵（19：00－24：00）人诱法按蚊调查，在媒介按蚊

调查点靠近居民区和孳生地间挂 1顶双叠蚊帐（帐

中帐），外帐底边距地面0.3 m，1人坐于小蚊帐内，另

1人在帐外每隔15 min捕获停留在大蚊帐内外的按

蚊。捕获按蚊经形态鉴定后用 95%乙醇保存，按种

群计算按蚊密度。

1.2 媒介按蚊种群监测

1.2.1 调查点选择 11个进行媒介按蚊密度监测

的自然村（同 1.1.1）同时作为疟疾媒介按蚊种群调

查点。

1.2.2 按蚊种群监测方法 采用“功夫小帅”牌诱蚊

灯（武汉市吉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进行全通宵

（19：00至次日06：00）捕蚊，在选定的自然村各选取

室内外2个调查场所，室外靠近水稻田，室内为人房

内或近人房处，每点布放诱蚊灯1盏，每月2次，每次

连续3 d对媒介按蚊进行灯诱法通宵捕获。

1.3 统计学分析 利用Excel 2007软件进行按蚊叮

人率和灯诱密度计算。

2 结 果

2.1 半通宵人饵法诱捕按蚊情况 11个监测点共

捕获按蚊1 942只，经鉴定均为中华按蚊，各时间段

捕获数量见表1；7－9月各月上、下旬中华按蚊叮人

率分别为3.93、4.79、3.22、2.31、1.23和0.71只/（人·h），
活动高峰在7月下旬，见图1；在19：00－24：00中华

按蚊叮人率分别为 2.73、3.15、2.81、2.65和 2.16只/
（人·h），在上半夜保持较高的活动频率，20：00－
21：00为活动高峰期，见图2。

2.2 全通宵诱蚊灯法诱捕按蚊情况 11个监测点

全通宵室内外共捕获按蚊3 602只，经鉴定均为中华

按蚊，各监测地点捕获情况见表2。7－9月各月上、

下旬室内蚊密度分别为5.61、7.45、8.10、3.88、1.85和
0.94 只/（灯·夜），室外分别为 16.30、18.10、25.03、
15.94、5.76和 4.09只/（灯·夜）。中华按蚊在室外活

动时间多于室内，活动高峰在8月上旬。

3 讨 论

江苏省被发现的传疟媒介为中华按蚊和雷氏按

蚊，自 1970年初开始，江苏省在有雷氏按蚊分布地

区采用DDT室内滞留喷洒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浸泡蚊帐措施控制传疟媒介按蚊密度［2-3］。通过控

制传疟媒介已成功地阻断了恶性疟在江苏省的流行

并使间日疟发病率大幅度降低。自2000年至今，通

过对全省传疟媒介按蚊监测未发现雷氏按蚊，中华

按蚊为江苏省单一的传疟按蚊［4-6］。而本次11个疟

疾媒介调查点监测仅发现中华按蚊，未发现其他传

图2 江苏省不同时间段中华按蚊叮人率〔只/（人·h）〕
Figure 2 Human biting rate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Jiangsu

province (mosquito/person·hour)

图1 江苏省不同月份中华按蚊叮人率〔只/（人·h）〕
Figure 1 Human biting rate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Jiangsu

province (mosquito/person·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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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按蚊，中华按蚊也成为该省主要的传疟媒介。本

次调查显示，江苏省中华按蚊种群密度高峰在 7 月

下旬至 8月上旬之间，与 2008年泗洪等 3县媒介

按蚊调查中华按蚊活动高峰为 7月初比较有所延

后［4］。主要与江苏省每年进入梅雨季节的时间先

后有关，通常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 （下转第52页）

表1 江苏省11个监测点人工诱捕中华按蚊数量（只）
Table 1 Human landing catch results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Jiangsu province

监测时间

7月上旬

7月下旬

8月上旬

8月下旬

9月上旬

9月下旬

人饵数（人）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金坛市

26
15
6

15
13
21
12
7

11
8

13
11
9
9
7
9
8
6
8
5
4
3
3
2
0
0
0
0
0
0
1

张家港市

0
2
2
0
0
2
4
2
1
0
1
2
1
0
0
0
2
1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2

江阴市

1
2
0
5
1
2
6
5
4
0
0
0
0
2
0
0
1
3
1
1

10
7
7
3
7
3
1
5
9
1
1

镇江新区

4
6
3
7
6
7

12
14
16
13
4
6
7
5
4
5
7
5
6
4
4
3
4
4
1
3
2
4
4
1
2

宝应县

18
24
22
16
19
21
30
17
11
11
18
21
20
23
16
6
8

11
7
5
3
5
6
2
3
0
0
0
0
0
2

高邮市

2
1
0
0
0
3
1
1
1
0
5
3
1
1
0
3
1
0
0
0
4
1
1
1
0
3
1
1
0
0
5

淮安区

3
4
5
3
2
6
9
8
7
8

10
15
14
13
13
2
3
3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新沂市

19
30
25
21
20
24
35
31
48
34
17
14
20
8

11
29
20
15
11
26
2
4
4
3
2
4
3
3
2
2
2

沐阳县

0
1
2
3
1
1
0
2
2
1
2
3
4
2
2
1
1
1
2
2
0
1
2
1
0
0
0
0
0
0
2

灌南县

9
9

11
13
5
5
7
8
6
7
3
5
4
3
3
0
3
5
1
3
0
0
1
2
1
0
1
1
1
0
2

扬中县

12
20
16
13
9

14
22
17
18
11
4

11
6
5
5
5

10
8
6
4
9
8
6
5
6
7
5
6
5
5
4

表2 江苏省室内外灯诱中华按蚊数量（只）
Table 2 Indoor and outdoor light trap results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Jiangsu province

监测地点

金坛市

张家港市

江阴市

镇江新区

宝应县

高邮市

淮安区

新沂市

沐阳县

灌南县

扬中县

注：-. 未监测

室 内

7月
上旬

7
6
2
4

29
0

54
31
9

40
3

下旬

2
51
1

15
33
0

73
24
12
32
3

8月
上旬

0
46
0
7

25
0

128
-
9

24
4

下旬

1
7
1
2

13
0

64
21
7

10
2

9月
上旬

0
10
0
6

12
0
9

10
6
4
4

下旬

0
1
0
3

10
0
3
5
2
2
5

室 外

7月
上旬

0
14
-
49

168
0

93
52
37
71
4

下旬

0
85
-
48

160
3

113
55
20
57
2

8月
上旬

0
76
11
37

312
1

264
42
24
40
19

下旬

0
31
50
18

198
2

106
61
11
34
15

9月
上旬

0
19
45
30
32
1
5

18
8

10
22

下旬

0
10
31
38
1
3
5

21
6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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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华按蚊雌成蚊吸血前后海藻糖及海藻糖酶的含量变化
Table 1 The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of female An. sinensis

羽化时间

1 d
2 d
3 d

产卵后

注：同列数据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ukey）

数量
（只）

25
25
25
25

海藻糖含量（mg/g）
（x±sx）

2.084 4±0.176 1ab

2.658 5±0.116 5c

2.230 2±0.053 4b

1.723 8±0.045 9a

95%CI
上限

1.677 7
2.239 2
2.044 8
1.322 6

下限

2.573 9
2.930 2
2.401 2
1.956 1

海藻糖酶含量（μmol/g）
（x±sx）

0.072 3±0.000 9a

0.107 4±0.006 1c

0.111 6±0.002 5c

0.081 7±0.002 6b

95%CI
上限

0.070 1
0.091 7
0.104 9
0.076 2

下限

0.074 5
0.123 1
0.118 2
0.087 3

播疟疾能力［13］。本研究发现中华按蚊体内海藻糖和

海藻糖酶含量在羽化后均有明显变化，随着羽化时

间的延长其含量先增加后减少，吸血产卵后，成蚊体

内海藻糖和海藻糖酶含量均低于吸血前，该现象在

其他生物中也存在［14］，可能与能量的积累与消耗有

关。今后应对中华按蚊体内海藻糖含量与抵抗极端

环境能力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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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页） 江苏省进入梅雨季节，降雨较多，

气温也快速升高，适宜的环境和温度使按蚊生长繁

殖加快［7］。

中华按蚊生态习性一般为野栖，在室外活动时

间多于室内，本次调查也证实室外平均灯诱按蚊数

量明显多于室内，且中华按蚊在上半夜保持较高的

活动频率，故平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以防止蚊虫

叮咬。江苏省2018年起将达到全省消除疟疾标准，

但全省每年由国外输入性疟疾病例多达几百例［8］，

引起疟疾流行的高风险依然存在。为防止由国外输

入性疟疾引起本地居民感染，应对疟疾病例进行监

测管理，同时要加强对疟疾传播媒介按蚊的监测，做

好消除疟疾后的蚊虫预警工作。一旦本地集中出现

多例国外输入性疟疾病例，为评估本地疟疾输入继

发风险，以本地历年蚊虫监测数据作为评判指标，判

断是否要采取灭蚊措施来阻断蚊传疾病的暴发流

行。为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降低各种蚊媒传染病发

生，应加强对当地居民的疟疾媒介防制知识的普及，

治理环境，减少人-蚊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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