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是登革热、黄热病、基

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和裂谷热等疾病的传播媒

介［1-3］。埃及伊蚊是家栖蚊种，幼蚊孳生在室内外的

缸罐、花盆、罐头盒、废旧轮胎等积水容器中，雌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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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云南省埃及伊蚊的分布情况及季节消长规律，为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的防治研究及媒介控

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云南省22个监测县（市、区）登革热媒介监测数据，对有埃

及伊蚊分布地区的数据，采用Excel 2013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云南省22个登革热媒介监测县（市、区）中，

发现埃及伊蚊的有景洪、勐腊、勐海、瑞丽、耿马、盈江、陇川和沧源8个县（市），共监测796点次，调查40 159户，1 677
户有埃及伊蚊；调查积水容器66 192个，其中有埃及伊蚊孳生的容器2 211个；平均布雷图指数（BI）为5.51，容器指

数为3.34%，房屋指数为4.18。BI最高为耿马县（10.80），最低为陇川县（0.34）；埃及伊蚊幼虫密度高峰期为5－7月，

最高峰为6－7月；幼蚊孳生容器以水桶、轮胎、废弃瓶罐为主，其中在水池（缸）和花瓶内有埃及伊蚊孳生最多的为

景洪市，而在轮胎、水桶、废弃瓶罐内埃及伊蚊孳生最多的均为瑞丽市；8个县（市）埃及伊蚊幼蚊季节分布及孳生容

器类型略有差异。结论 临沧市的埃及伊蚊已向半山区芒卡镇、丘陵地区耿马县城和沧源县城扩散，埃及伊蚊“上

山”，向内地深入，对云南省登革热的防控工作将产生深远影响；埃及伊蚊幼蚊的孳生习性及季节分布有一定差异，

在登革热防控工作中，应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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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edes aegypti in Yunnan,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fever, Zika and other diseases. Methods Collect data on
dengue vector surveillance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16 to August 2017 and use the Excel software to carry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e. aegypti. Results Among the 22 dengue vector monitoring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Ae. aegypti distributed in 8 counties i. e. Jinghong, Mengla, Menghai, Yingjiang, Gengma, Longchuan，Ruili and
Cangyuan. In total, 796 monitorings were conducted in 8 border counties. Among 40 159 households, 1 677 had Ae. aegypti.
Of the 66 192 containers, 2 211 had Ae. aegypti. The overall Breteau index（BI）was 5.51, the overall container index was
3.34%, the overall house index was 4.18. BI in Gengma was up to 10.80, while the lowest for Longchuan was 0.34. Aedes
aegypti larval density peak occurred from May to July, its highest peaks were in June and July. The larval breeding
containers were mainly water buckets, tires and discarded bottles. The most Ae. aegypti⁃breeding pools or water tanks or
vases were found in Jinghong. The most breeding was noted in the tires, buckets and discarded bottles in the city of Ruili.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and breeding habitats of Ae. aegypti larvae in eight countie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Conclusion
Aedes aegypti in Lincang have spread from Mengding to Mangka in the mid⁃levels, it would go up the hill to the mainland in
Gengma county in the hilly area and in the Cangyuan county. The spreading of Ae. aegypti will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fever in Yunnan province. The breeding habitats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Ae. aegypti
vary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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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孳生地附近吸血，一个生殖营养周期有多次吸

血，卵产在潮湿的容器上，胚胎发育成熟后可抗干

旱，能适应易干涸的容器积水，在适宜温度下，从卵

孵化到成蚊羽化需 7～9 d。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埃及伊蚊一年四季均可孳生繁殖。登革热为全球性

的蚊媒传染病，广布于非洲、美洲、地中海、东南亚和

西太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2007年，云南省

的登革热均为输入病例，2008年在德宏州芒市、临

沧市镇康首次报告了当地感染病例，2013年在西双

版纳州景洪市和勐腊县、德宏州瑞丽市共发生 3起
暴发流行［4-6］；2014年在瑞丽市，2015年在景洪市、

勐腊县、瑞丽市、临沧市耿马县均发生了登革热暴发

流行，2016年在景洪市、勐腊县、瑞丽市再次出现登

革热高发疫情。近年来，为了解埃及伊蚊在云南的

分布，为登革热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开展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现场监测点 先后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

山、德宏、瑞丽、怒江、红河、文山、昆明 10个州（市）

共 22个县（市、区），开展登革热媒介监测，每个县

（市、区）选择2个调查点，其中1个点设在市区，另1个
点设在边境口岸。

1.2 幼蚊密度监测 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对

上述22个监测县（市、区）于1－4、12月每月监测1次，

5－11月每月监测2次，每个监测点调查数量≥50户。

对每个调查户室内外所有积水容器进行幼蚊调查并

计数登记，采获的4龄幼虫进行分类鉴定，采用布雷

图指数（BI）、容器指数（CI）和房屋指数（HI）计算幼

蚊密度。计算公式：

BI＝阳性容器数/调查户数×100
CI＝阳性容器数/调查的容器总数×100％
HI＝阳性房屋数/调查房屋总数×100

1.3 统计学分析 从上述22个监测县（市、区）中选

取有埃及伊蚊分布的监测县数据，使用Excel 2013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 果

2.1 伊蚊幼蚊监测结果 在 22个监测县（市、区）

中，发现埃及伊蚊的有景洪、勐腊、勐海、瑞丽、耿马、

沧源、盈江和陇川8个县（市）。22个监测县（市、区）

平均海拔见表1。
发现埃及伊蚊的8个县（市）共监测796点次，调

查40 159户，其中1 677户有埃及伊蚊孳生（阳性户

数）；调查积水容器66 192个，其中有埃及伊蚊孳生

的容器数 2 211个；平均 BI为 5.51，CI为 3.34%，HI

为4.18。平均BI最高为耿马县（10.80），最低为陇川

县（0.34），见表2。

2.2 地理分布 本次调查发现埃及伊蚊的有景洪、

勐腊、勐海、瑞丽、耿马、沧源、盈江和陇川 8个县

（市），既往报道过发现埃及伊蚊的有芒市和泸水县，

埃及伊蚊主要沿着我国云南省与缅甸、老挝的国界

线分布，见图1。

2.3 季节分布 经对上述8个县（市）埃及伊蚊的逐

月密度监测，每月均可捞获埃及伊蚊幼蚊，每年1－2
月密度较低，4或5月后上升，6或7月达最高峰，8月
后逐渐下降至12月最低。其密度消长各县（市、区）

表1 云南省22个监测县（市、区）海拔高度

监测县（市、区）

耿马

江城

景洪

澜沧

陇川

麻栗坡

芒市

勐腊

孟连

瑞丽

盈江

平均海拔（m）
1 107
1 129
553

1 024
965

1 057
933
630
950
778
820

监测县（市、区）

河口

镇康

泸水

腾冲

马关

勐海

沧源

五华区

西山区

官渡区

盘龙区

平均海拔（m）
110
997
844

1 667
1 321
1 177
1 243
1 901
1 898
1 897
1 911

表2 云南省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埃及伊蚊监测结果

监测县
（市）

景洪

勐腊

勐海

瑞丽

耿马

盈江

陇川

沧源

合计

调查数
（户）

8 050
8 103
1 600
8 265
3 500
1 600
7 376
1 665

40 159

阳性数
（户）

397
301
76

520
281
72
25
5

1 677

调查
容器数
（个）

6 840
9 366
2 673

22 342
7 593
2 010
9 903
5 465

66 192

阳性
容器数
（个）

532
412
86

679
378
93
25
6

2 211

布雷图
指数

6.61
5.08
5.38
8.22

10.80
5.81
0.34
0.36
5.51

容器
指数
（%）

7.78
4.40
3.22
3.04
4.98
4.63
0.25
0.11
3.34

房屋
指数

4.93
3.71
4.75
6.29
8.03
4.50
0.34
0.30
4.18

图1 云南省埃及伊蚊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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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完全相同，景洪市 1－3月密度很低，4月上

升，至 6月达高峰，8月后迅速下降；耿马县 1－4月

密度较低，5月上升，6月达高峰，7月微降，8－9月下

降，10月又有一高峰；瑞丽市1－4月密度很低，之后

开始缓慢上升，至6月达高峰，峰宽而不高，7月后又

快速下降，至12月仍保持一定数量，见图2。

2.4 幼蚊孳生情况 埃及伊蚊幼蚊孳生容器以水

桶、轮胎为主，分别占22.28％（490/2 199）和18.78％
（413/2 199）；水池（缸）和花瓶内有埃及伊蚊孳生最

多的是景洪市，轮胎、水桶、废弃瓶罐内埃及伊蚊孳

生最多的均为瑞丽市，见表3。

3 讨 论

云南省是我国内陆省份中唯一有埃及伊蚊分布

的省份［7］，自发现该蚊种由缅甸输入后，即对其在云

南省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季节消长以及与登革热

流行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2002年，首

次在滇西瑞丽市发现埃及伊蚊［8］，随后逐渐扩散，

2013年德宏州的瑞丽市、盈江县、陇川县等地发生

多起登革热流行，之后滇南西双版纳州的 3个县以

及滇西南的临沧市耿马县也引起暴发流行［4-6，9-10］。

据近年调查，埃及伊蚊原仅发现于滇西的德宏州，现

今滇南的西双版纳州，滇西南的临沧市，滇西北23° N
的怒江州均有分布［8，10-15］。值得提出的是，临沧市的

埃及伊蚊，已从海拔 498 m的耿马县孟定镇向半山

区芒卡镇（海拔717 m）、丘陵地区的耿马县城（海拔

1 107 m）以及沧源县城（海拔1 240 m）扩散，一旦这

种扩散趋势形成，埃及伊蚊“上山”，向内地深入，云

南省登革热的防控工作将面临严重问题，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

埃及伊蚊的地理分布，以往认为仅分布在沿海

地区和个别岛屿［2，16-17］，并且是低纬度、低海拔地

区［18］；但近年云南省调查结果发现，上述地理分布

的特征已在逐渐改变，埃及伊蚊不仅向内陆延伸，并

且向高海拔地区扩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发

展，对外交流增多，各类交通工具与日俱增，给埃及

伊蚊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今蚊媒控制

工作者应该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由于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自然气

候，蚊类的孳生场所及季节分布也复杂多样。经过

多年的定点监测和调查，埃及伊蚊季节消长已基本

清楚，有该蚊分布的地区均属热带和亚热带，蚊虫无

越冬现象，全年均可捕到成蚊和幼蚊。其季节消长

的基本形式是每年 1－2月密度较低，4或 5月后直

线上升，6月达最高峰，8月后逐渐下降，至 12月最

低。但如上所述，各地的自然气候和地理位置不同，

种群数量和季节消长也不完全一样。滇南的景洪市

1－3月很低，4月直线上升，至6月达高峰，8月后迅

速下降，为典型的单峰消长曲线；滇西南耿马县孟定

镇1－4月密度低，5月直线上升，6月达高峰，7月微降，

8－9月下降，10月又有一高峰，比第一高峰略低，为

典型的双峰型，与海南省儋县埃及伊蚊消长曲线一

致［18］；滇西瑞丽市与以上两类消长曲线又有不同，

1－4月密度很低，之后开始缓慢上升，至 6月达高

峰，峰宽但不高，7月后又快速下降，直至 12月仍保

持一定的数量。

埃及伊蚊种群数量的多少、季节消长形式与各

地区的温度、降雨量、孳生地类型有直接关系。云南

省在有埃及伊蚊分布的地区，大多数居民没有在室

内储存饮用水的习惯，此与沿海省份不同［18］，埃及伊

蚊的孳生地主要是在室外的人工容器积水，因此，降

雨量的多少、时间长短就成为影响埃及伊蚊种群数

量、季节消长的直接因素。

目前，登革热防治的主要措施是媒介控制，了解

和掌握不同流行地区媒介生物的生态习性，有的放

矢地进行防治，方可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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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南省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埃及伊蚊
幼蚊季节消长

表3 云南省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埃及伊蚊幼蚊孳生情况

监测点

景洪

勐腊

勐海

瑞丽

耿马

盈江

陇川

沧源

合计

永久性积水容器
（个）

水池（缸）

112
11
1

78
6
1
0
0

209

其他

1
0
0
4
6
0
0
0

11

暂时性容器（个）

花瓶

158
30
4

90
28
14
0
0

324

轮胎

25
89
22

123
110
24
20
0

413

水桶

85
99
24

163
102
14
2
1

490

废弃瓶罐

51
82
15

131
56
15
3
1

354

其他

110
76
20
86
76
2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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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传播蚊种，但其种群数量大，可引起疟疾的暴发

性流行［11］，应引起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合

理制定消杀策略。同时还监测到可传播登革热的白

纹伊蚊，虽然数量较少，不能充分说明辖区内该蚊的

分布，但云南省登革热的流行态势较为严峻，周边国

家缅甸和老挝输入性病例逐年增加［12］。昆明市作为

云南省省会仍面临较大的输入风险，提示应持续关

注该地区的蚊媒种群变化。

综上所述，本调查填补了五华区蚊媒资料的空

白。共捕获蚊虫4属12种，对昆明市蚊虫的分类有

重要意义。五华区存在大量传播乙脑、疟疾和登革

热的蚊种，应该高度关注蚊类的消杀工作，防止蚊媒

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本次调查因时间和条件等限制

未深入研究五华区蚊媒季节消长及气候、环境、人为

等因素对其地理分布的影响。今后可与环境及地理

等学科人员联合加强监测，深入了解五华区的蚊媒

分布特点，为制定蚊类防制措施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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