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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部分边境线重要蚊虫媒介种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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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中缅边境地区边境线重要蚊虫媒介种类组成、种群密度特征，为保障边境新冠疫情防控下蚊虫传

播疾病控制提供参考。　方法　２０２１年８～９月，在中缅边境地区临沧耿马清水河口岸边境线６个临时检查点和１个抵

边村庄作为现场调查点，采用诱蚊灯连续通宵捕蚊１８天／点，显微镜下形态学分类鉴定成蚊种类及其种群密度分析；１～

９月采用布雷图指数法（ＢＩ）对清水河口岸附近居民点开展登革热媒介种群密度监测。　结果　共捕获成蚊２亚科７亚

属２２种２３８９只，平均密度为１１．０６只／灯·夜；其中抵边村寨调查点以三带喙库蚊为主（６５．０６％），平均密度为５．４５

只／灯·夜，６个检查站点以致倦库蚊为主（５０．１７％），平均密度为１．３５只／灯·夜。现场调查点均能捕获一定数量的中

华按蚊和微小按蚊，两类调查点蚊虫种类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０．０７６，犘＞０．０５）。１～３月ＢＩ较低，４月开始

上升，７８月达到高峰，９月开始回落；阳性容器以水桶为主，占比４５．２４％。　结论　中缅边境清水河口岸边境沿线蚊虫

媒介种类较丰富，三带喙库蚊和致倦库蚊为当地优势蚊种，建议当地相关部门加强蚊虫传播疾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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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虫不仅吸血骚扰人类，而且是疟疾（Ｍａｌａｒｉａ）、

登革热（Ｄｅｎｇｕｅｆｅｖｅｒ）、乙型脑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ｈａ

ｌｉｔｉｓ）等重要虫媒传染病传播媒介，据报道全球已知的

３０００余种蚊虫中，约３００种可以传播虫媒传染病
［１］。

研究发现，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中华按蚊（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

狊犻狀犲狊犻狊）、微小按蚊（犃狀．犿犻狀犻犿狌狊）和大劣按蚊（犃狀．

犱犻狉狌狊）属于疟疾重要媒介种类，三带喙库蚊（犆狌犾犲狓

狋狉犻狋犪犲狀犻狅狉犺狔狀犮犺狌狊）和致倦库蚊（犆狓．狇狌犻狀狇狌犲犳犪狊犮犻犪

狋狌狊）属于乙型脑炎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犃犲犱犲狊

犪犲犵狔狆狋犻狊）和白纹伊蚊（犃犲．犪犾犫狅狆犻犮狋狌狊）是登革热主要

媒介种类［２］。

中缅边境地区耿马县位于我国西南部，与缅甸接

壤，边境线长４７．３５ｋｍ，其清水河口岸对应缅甸边境

地区疟疾、登革热、乙型脑炎流行较为严重。２０２０年

以来，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加强

了边境新冠疫情管控措施，为进一步做好中缅边境地

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下的疟疾、登革热和乙型脑炎等

重要虫媒传染病跨境传播工作，２０２１年在中缅边境临

沧耿马清水河口岸边境沿线的抵边村寨和检查站点开

展蚊虫媒介种类调查。

材料与方法

１　调查点选择

选择耿马清水河口岸边境线的６个检查站点和１

个抵边村寨作为现场调查点，该调查点位于北纬２３°

２８＇５２＂２３°３３＇３０＂，东经９８°４９＇８＂９８°５０＇４＂，海拔４３９．８

～５０７．１ｍ。

２　蚊虫调查方法

８～９月在调查点采用诱蚊灯法
［３４］选择远离干扰

光源和避风的场所置放诱蚊灯（３．７Ｖ，ＭＹＦＳＨＪＹ１

型，东莞厚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其中抵边村寨

人房置放诱蚊灯３盏、畜房３盏，每个检查站点置放１

盏，共１２盏（诱蚊灯光源离地１．５ｍ）；每个调查点连

续捕蚊１８晚，诱蚊时间从２０：００次日０８：００，次日捕

获的蚊虫经冷冻处死后鉴定蚊虫种类［５６］。

１～９月按照国标《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中幼虫吸管法［７］在耿马清水河口岸居民区开展伊蚊幼

虫布雷图指数（ＢＩ）监测，其中１～４月每月１次，５～９

月每月２次，每次调查户数不少于５０户；检查记录室

内外小型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收集阳性容

器中的蚊幼进行种类鉴定，并计算出ＢＩ
［８］。

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录入数据，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

狋检验，当犘＜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蚊虫种

类构成比（％）＝（某种蚊虫捕获数／捕获的蚊虫总数）

×１００％，蚊虫种群密度（只／灯·夜）＝某种蚊虫捕获

数／（诱蚊灯数量×挂灯夜晚数），伊蚊幼虫布雷图指数

（ＢＩ）＝伊蚊幼虫或蛹孳生容器数／调查积水容器数×

１００
［９１０］。

结　果

１　村寨和检查站点蚊虫种类组成

诱蚊灯成蚊捕捉蚊法共捕获２亚科７亚属２２种

２３８９只成蚊，平均密度为１１．０６只／灯·夜。其中，抵

边村寨以三带喙库蚊为主（占６５．０６％），平均密度为

５．４５ 只／灯 · 夜；检查站点以致倦库蚊为主 （占

５０．１７％），平均密度为１．３５只／灯·夜；村寨和站点成

蚊种类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０．０７６，犘＞

０．０５）（表１）。

２　检查站点不同生境蚊类种类组成

６类生境中，以田地环境为主的检查站点捕获的

蚊虫１９５只（占３３．６２％），河谷环境为主的站点捕获

的蚊虫１５只（占２．５９％），田地和河谷蚊虫种类构成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０．０１０，犘＜０．０５）（表２）。

３　帐篷、集装箱和普通平房人群居住环境蚊虫种类组成

该３类人群居住环境中，帐篷蚊虫捕获数较平房

和集装箱高，共捕获蚊虫３１７只（占５４．１０％），平房和

集装箱蚊虫种类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

０．９６５，犘＞０．０５）（表３）。

４　布雷图指数法

共调查７００户居民，平均ＢＩ为１８．００，其中１～３

月ＢＩ较低（ＢＩ＜５），从４月份开始上升（ＢＩ为１２．００），

７～８月份达到最高峰（ＢＩ为３２．００），９月回落（ＢＩ＝

１４．００）。共发现阳性容器１２６个，其中阳性容器中水

桶占４５．２４％，水池缸占８．７３％，花瓶、轮胎、废弃瓶

罐、其他分别占１０．３２％、７．９４％、９．５２％、１８．２５％。

所获幼虫为白纹伊蚊（占５．４７％）和埃及伊蚊（占

９４．５３％）。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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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缅边境地区清水河口岸边境线抵边村寨

和检查站点蚊虫种类组成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犿狅狊狇狌犻狋狅犲狊犻狀狏犻犾犾犪犵犲犪狀犱

犮犺犲犮犽狆狅犻狀狋狊犪狋犙犻狀犵狊犺狌犻犺犲狆狅狉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犕狔犪狀犿犪狉犳狉狅狀狋犻犲狉犾犻狀犲狊

蚊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构成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抵边村寨

Ｂｏｒｄｅ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ｌ

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构成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检查站点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构成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库蚊属

按蚊属

阿蚊属

伊蚊属

骚扰蚊属

杵蚊属

曼蚊属

三带喙库蚊 １２９０ ５４．００ １１７７ ６５．０６ １１３ １９．４８

致倦库蚊 ３８９ １６．２８ ９８ ５．４２ ２９１ ５０．１７

二带喙库蚊 ３１ １．３０ １９ １．０５ １２ ２．０７

小拟态库蚊 １３ ０．５４ １２ ０．６６ １ ０．１７

伪杂鳞库蚊 ４１ １．７２ ３１ １．７１ １０ １．７２

棕头库蚊 ５７ ２．３９ ４０ ２．２１ １７ ２．９３

霜背库蚊 ３６ １．５１ ３２ １．７７ ４ ０．６９

中华按蚊 ３５ １．４７ １５ ０．８３ ２０ ３．４５

微小按蚊 ９ ０．３８ ５ ０．２８ ４ ０．６９

迷糊按蚊 １１ ０．４６ ７ ０．３９ ４ ０．６９

可赫按蚊 １ ０．０４ １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多斑按蚊 ５ ０．２１ ３ ０．１７ ２ ０．３４

骚扰阿蚊 ３５１ １４．６９ ３０１ １６．６４ ５０ ８．６２

黄色阿蚊 １５ ０．６３ ５ ０．２８ １０ １．７２

白纹伊蚊 ２２ ０．９２ １５ ０．８３ ７ １．２１

埃及伊蚊 １０ ０．４２ ７ ０．３９ ３ ０．５２

刺扰伊蚊 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１７

环胫伊蚊 ４７ １．９７ ３２ １．７７ １５ ２．５９

侧白骚扰 １ ０．０４ １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阿萨姆骚扰 ７ ０．２９ ４ ０．２２ ３ ０．５２

蛛形杵蚊 ２ ０．０８ ２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常型曼蚊 １５ ０．６３ ２ ０．１１ １３ ２．２４

表２　中缅边境地区清水河口岸不同生境检查站点蚊虫种类组成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犿狅狊狇狌犻狋狅犲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犪狋犙犻狀犵狊犺狌犻犺犲狆狅狉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犕狔犪狀犿犪狉犳狉狅狀狋犻犲狉犾犻狀犲狊

蚊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不同生境蚊虫捕获数

Ｎｏ．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橡胶林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田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河谷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工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货场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ｙａｒｄ

库蚊属

按蚊属

阿蚊属

伊蚊属

骚扰蚊属

曼蚊属

三带喙库蚊 ３ ６ ３７ １ ４４ ２２

致倦库蚊 １６ ８ １１４ ４ ５６ ９３

二带喙库蚊 ３ ３ ０ ４ １ １

小拟态库蚊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伪杂鳞库蚊 ０ ４ ４ ０ １ １

棕头库蚊 ４ ４ ３ １ ２ ３

霜背库蚊 ０ １ ２ ０ １ ０

中华按蚊 ２ ２ １０ ０ ５ １

微小按蚊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迷糊按蚊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多斑按蚊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骚扰阿蚊 ４ ２１ ５ ４ ７ ９

黄色阿蚊 ８ １ ０ ０ ０ １

白纹伊蚊 ２ １ ４ ０ ０ ０

埃及伊蚊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刺扰伊蚊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环胫伊蚊 ３ ３ ６ １ ２ ０

阿萨姆骚扰蚊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常型曼蚊 ０ １ ３ ０ ９ ０

表３　中缅边境地区清水河口岸边境线帐篷、集装箱

和普通平房居住环境成蚊组成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犿狅狊狇狌犻狋狅犲狊犻狀狋犲狀狋，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犪狀犱犮狅犿犿狅狀犫狌狀犵犪犾狅狑狅犳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狊犪狋犙犻狀犵狊犺狌犻

犺犲狆狅狉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犕狔犪狀犿犪狉犫狅狉犱犲狉

蚊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帐篷蚊虫捕获数

Ｎｏ．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ｉｎｔｅｎｔ

集装箱蚊虫捕获数

Ｎｏ．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平房蚊虫捕获数

Ｎｏ．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ｎｇａｌｏｗ

库蚊属

按蚊属

阿蚊属

伊蚊属

骚扰蚊属

杵蚊属

曼蚊属

三带喙库蚊 ４７ ４４ ２２

致倦库蚊 １４２ ５６ ９３

二带喙库蚊 １０ １ １

小拟态库蚊 ０ １ ０

伪杂鳞库蚊 ８ １ １

棕头库蚊 １２ ２ ３

霜背库蚊 ３ １ ０

中华按蚊 １４ ５ １

微小按蚊 ０ ２ ２

迷糊按蚊 ４ ０ ０

可赫按蚊 ０ ０ ０

多斑按蚊 ２ ０ ０

骚扰阿蚊 ３４ ７ ９

黄色阿蚊 ９ ０ １

白纹伊蚊 ７ ０ ０

埃及伊蚊 ３ ０ ０

刺扰伊蚊 １ ０ ０

环胫伊蚊 １３ ２ ０

侧白骚扰蚊 ０ ０ ０

阿萨姆骚扰蚊 ３ ０ ０

蛛形杵蚊 ０ ０ ０

常型曼蚊 ４ ９ ０

讨　论

本次成蚊调查结果显示，三带喙库蚊、致倦库蚊、

中华按蚊、微小按蚊和埃及伊蚊在中缅边境沿线的抵

边村寨和检查站点均能捕捉，且具有一定的比例，同时

口岸平均ＢＩ为１８．００。云南省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

中也发现，耿马县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共报告疟疾病例１２８

例（缅甸输入病例１８例、本地病例１１０例），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共报告登革热病例８７４例（其中缅甸输入病例３４１

例、本地病例５３３例）。调查结果表明该口岸边境沿线

乙型脑炎、疟疾和登革热传播风险较高，建议当地相关

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这些重要蚊虫传染病的监测。

目前耿马当地蚊虫种类较为丰富。２００９年李华

昌等［１１］对耿马蚊虫调查结果发现２亚科６属２８种，

其中三带喙库蚊、致倦库蚊、中华按蚊、微小按蚊占比

分别为９１．５３％、０．０６％、５．５７％、０．０３％，但未发现埃

及伊蚊分布，其他蚊虫种类调查与本次调查结果基本

相似。本次调查捕获大量的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尤

其埃及伊蚊，表明外来蚊种埃及伊蚊已扩散到中缅边

境地区耿马县。２０１５年耿马县
［１２］，２０１７年景洪市、勐

腊县［１３１４］及其２０１９年瑞丽市
［１５］登革热爆发疫情均主

要由埃及伊蚊引起，建议耿马县相关部门应加强上述

重要蚊虫媒介的监测。



在居住环境蚊虫种类调查方面，本次调查发现，帐

篷捕获蚊虫的数量较普通平房和集装箱高，平房和集

装箱捕获的蚊虫种类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

０．９６５，犘＞０．０５），可能与后者平房或集装箱密闭性好

蚊虫较难侵入室内有关；该调查结果与吴林波等［１６］在

中缅边境地区盈江那帮镇调查发现砖混结构和钢混结

构房屋能有效阻挡蚊虫直接侵入房屋结果基本相似。

因此建议，野外检查站点建筑物应搭建以防蚊密闭较

好的结构如砖混结构和钢混结构房屋为主，才能较好

防止蚊虫叮咬。

在村寨及其野外检查站点蚊虫种类调查发现，村

寨成蚊以三带喙库蚊为主，而检查站点以致倦库蚊为

主，可能与该两种蚊虫嗜血习性不同有关，如刘文华

等［１６］调查发现致倦库蚊偏嗜吸食人血，三带喙库蚊偏

嗜吸食牲畜血；本次调查村寨与野外检查站点捕获的

蚊虫种类构成比（包括疟疾媒介中华按蚊、微小按蚊，

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及其乙型脑炎媒介种

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０．０７６，犘＞０．０５），与

邓淑珍等［１７］对云南省９个州（市）２８个县农村居民区

住房、畜圈和野外竹林的乙型脑炎媒介三带喙库蚊、致

卷库蚊和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埃及伊蚊村内村外的

调查结果基本相似；也与卢云兰等［１８］在耿马清水河口

岸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分布特征基本相似，同时与卜

力群等［１９］在耿马疟疾媒介中华按蚊和微小按蚊村内

村外分布特点相似。调查结果表明，耿马清水河口岸

沿线村内和野外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感染风险均较

高，建议当地相关部门加强对重要传病蚊虫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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