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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没少，但天太热它们“罢工”了
本报记者 吴艳

“今年的蚊子好像少了”的话题一度登上热搜。今年沧州的蚊子真的少
了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科学的监测数据揭秘——

“我觉得今年蚊子比往年
少，准备好的灭蚊产品也没怎么
用。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前天，
市民王文静在和同学聚会中，谈
起了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引起了人们的热
议，多数人都赞同王文静的观
点，表示今年被咬的次数确实少
多了，但也有人指着蚊子咬在身
上的“红包”抗议：你们没觉得被
蚊子咬，是因为有人替你们“负
重前行”。

监测蚊子

采访中，很多市民都表达了
和王文静同样的感觉：今年夏天
蚊子确实少了。

不光咱们沧州人有这种感
觉，全国多地民众都有这种感
觉。“今年夏天蚊子少了”的话题
还一度冲上热搜。

记者上网查询得知，今年夏
天，国内很多地方的蚊子数量正
在急剧减少，活动也远不如原来
猖獗了。有人猜测，今年夏天热，
多地温度都直窜40℃，莫非这蚊
子也热得中暑飞不动了？

为此，记者采访了市疾控中
心的有关人员。

据介绍，蚊子常常被认为是
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在我
国，登革热、乙脑、疟疾、黄热病、
丝虫病的暴发和传播，蚊子是主
要的传播媒介。掌握蚊虫的密度
分布及季节消长情况，研究其与
疾病的关系，成为疾控工作者的
工作内容之一。因此，每年他们
都要对蚊虫情况进行专门监测。

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制科副科长郑炎告诉
记者，我市蚊虫监测从每年的 5
月份开始，10月份结束，连续监
测 6个月。监测点设在黄骅、吴
桥、青县三地。每个县市设有 5
个监测点，每月上旬、下旬各监
测1次。

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过对几个监测点的数据分析，
得出结论：较去年同期，沧州各
监测点成蚊数量有增有减。

捉蚊子

滕跃华是黄骅市疾控中心
的“捉蚊人”，一到监测的日子，
他会带着 5个诱蚊灯从单位出
发。

他负责的这 5 个监测地点
分别为黄骅市的城建小区、城关
医院、人民公园、关帝庙村的曹
大龙家、东城奶牛场。

滕跃华告诉记者，这是按照
辖区东西南北中方向选择的监
测地点，地点一旦确定就不能更
改了。

每到一处监测点，滕跃华都
要将诱蚊灯放到离地1.5米左右
的固定位置，并接通电源。

诱蚊灯离地太近太远都会
影响成蚊采集效果。每次，滕跃
华会尽量选择一个合适地点，或
是公园里的一棵矮树，或是牲畜
棚的围栏。

一圈转下来，大概需要两个

小时。第二天一早，滕跃华会沿
着同样的路线再走一遍，将诱蚊
灯带回单位，取下集虫袋，开始
下一步工作。

在诱蚊灯下有一个集虫袋，
工作人员需要对捕获的蚊虫进
行麻醉处理，做虫种鉴定工作。

麻醉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乙醚麻醉法，一种是二氧化碳
麻醉法。

最初，疾控的工作人员采取
的是乙醚麻醉法收集蚊虫，即用
脱脂棉蘸取适量的乙醚放置到
集虫袋底部，两三分钟后即可进
行蚊虫收集、分类。这种方法有
一个弊端，容易造成麻醉过度，
杀死蚊虫。

现在，采集人员更多的是使
用二氧化碳麻醉法。他们将集虫
袋放置到一个特定的密闭盒子
中，向其中释放二氧化碳气体。
一两分钟后，蚊虫就会被麻晕。

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便会快
速地进行收集、分类、鉴定，并记
录雌蚊的数量。

数蚊子

监测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
环节是数蚊子。

数蚊子这活虽看似容易，但
要精确，需要工作人员格外认
真。

诱蚊灯捕获的不仅有蚊子，
还有一些小飞虫、蛾子等。

工作人员要先将其它飞虫
挑出，然后再分辨蚊子的雌雄和
种类。

有的蚊子特征很明显，肉眼
就可辨别，有的蚊子则需要借助
显微镜观察棕毛、翅膀、口器等
身体特征，仔细分辨蚊子种类。

当遇到特殊蚊种时，工作人
员还要上报省级疾控部门。

为什么工作人员只是麻醉
蚊子而不杀死蚊子呢？难道还要
放归自然？

当然不是，工作人员透露了

一个小秘密：这些蚊虫活体还会
用于别的生物试验，贡献其更多
的价值。

今年蚊子到底
是多是少

对各县市的监测情况显示，
沧州的蚊种主要有淡色库蚊、白
纹伊蚊、三带喙库蚊。

淡色库蚊为我市的最常见
蚊种，俗称“家蚊”，一般在室内
或住室附近活动，幼虫孳生于积
水中，特别偏好污水。城市中下
水道口是重要的滋生地，在农村
水沟、小池塘是主要滋生地。淡
色库蚊偏好吸人血，在黄昏和黎
明有两个活动高峰，是典型的入
室吸血骚扰蚊虫，吸血后会在室
内栖息。淡色库蚊是我国北方地
区班氏丝虫病的传播媒介。

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
成虫栖息于树林、草丛和缸、罐、
瓦坛的内壁等处；幼虫孳生于积
有雨水的缸、罐、盆、钵、竹筒、树
洞等处。白纹伊蚊同样偏好吸人
血，属白昼吸血蚊种，活动范围
在滋生地附近。是我国大陆地区
登革热的重要传播媒介。

三带喙库蚊成蚊白天多栖

息于牲畜棚圈，以猪棚为主。幼
虫广泛孳生在有漂浮植物的水
中，如池塘、水坑、灌溉沟等处。
三带喙库蚊偏好吸家畜血液，同
时兼吸人血，是我国流行性乙型
脑炎的主要媒介。

在我市疾控部门成蚊密度
监测捕获的雌蚊中，绝大多数都
是淡色库蚊。

此外，近两年，白纹伊蚊也
日渐活跃，即使是夜间监测捕获
的雌蚊中，也有少量的白纹伊
蚊。

今年 7月份，黄骅 5个监测
点捕获雌蚊数量较去年同期少
104只；吴桥 5个监测点捕获雌
蚊数量较去年同期多 55只；青
县 5个监测点捕获雌蚊数量比
去年少1只。

据工作人员介绍，诱蚊灯诱
集蚊子的多少和当天的天气温
度、湿度都有很大关系，只看一
两年的监测记录，并不能得出蚊
子变少的结论。

根据近几年的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沧州主要蚊子种类的密
度、季节消长趋势和往年相比变
化不大。蚊子同样是从 5月份开
始进入活动期，随着温度适宜和
降雨量的增加，蚊虫活动频繁，
孳生繁殖加快，蚊虫密度逐步增

大。

天太热蚊子也“罢工”

蚊子没减少，为什么人们会
感觉少呢？

“大家感觉蚊子变少了，应
该与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有
关。”郑炎介绍。

蚊子跟人一样怕热也怕冷，
一 般 最 适 宜 蚊 虫 的 温 度 是
20℃—30℃，低于 10℃或者高于
35℃，蚊虫的活跃度就会降低，
基本不怎么活动。

湿度对蚊子的存活影响也
很大，一般合适的湿度（相对湿
度）是 60% —80% ，湿 度 低 于
40%蚊子活力就很差了。

此外，高温、干旱对蚊子的
繁殖也不利。

蚊子的生活周期分为卵、幼
虫、蛹和成虫四个时期。蚊子喜
欢把卵产在水中，如小河、水塘、
池沼等处，前三个时期都是在积
水里面，室外气温高导致地面积
水温度高，水分蒸发快，蚊虫无
法完成一个生长周期（从卵到成
蚊大约1周—2周）。

7月以来，沧州的室外温度
基本都在30℃以上，地面温度更
高。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蚊虫
的活力确实会大大降低。蚊虫活
力一降低，它寻找宿主吸血的能
力也降低了。因此，市民会有“今
年蚊子变少了”的感觉，真相其
实是蚊子也热得“罢工”了。

“秋蚊”咬人更狠

据介绍，雄蚊只吸草汁、花
蜜，不吸血。雌蚊必须吸血才能
让卵发育成熟，所以只有雌蚊子
才能传播疾病。雌蚊吸一次血产
一次卵，一生可产卵六至八次，
每次 200粒—300粒，所以消灭
一只雌蚊子等于消灭了几百只、
上千只蚊子。

夏末气温降低，如果降雨量
逐渐增加，空气潮湿，蚊子就又
会活跃起来。

根据市疾控部门的成蚊密
度监测记录表显示：2021 年 8
月，黄骅、吴桥、青县三地的雌蚊
数量均高于7月份。

因此，八九月份也会是蚊子
活动的一个高峰期。而立秋后的
蚊子为了越冬储存能量，反而咬
人更狠。

那么，市民要如何做到防蚊
呢？

家庭防蚊最好选择合适的
纱窗和蚊帐，可以有效避免蚊虫
的叮咬，还要检查纱窗是否完
整，注意修补漏洞。

此外，室内也可以用电蚊
拍、诱蚊器等防蚊设备。

如果市民家里有养花种草
的，可就要当心了，一定要注意
不要产生积水。像绿萝、富贵竹
这样的水养植物要注意每周换
水，及时清扫垃圾，尤其是花盆下
面的托盘，更要及时清理。而废弃
闲置了的花盆最好是倒过来放
置，以免蚊虫在花盆内产卵。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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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5713273692曹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