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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苍蝇”探秘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说起苍蝇，人人称厌，可你能想到它们会被当成“宝贝”养着吗？在沧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就有这么一群苍蝇，它们每天吹空调，吃红糖，喝纯净水……

献县一家养殖场里，几位穿
着白大褂的“神秘人”手持白色
网兜，时不时将网兜在空中挥舞
一下。运气好的话，这一网兜就
能收获十多只苍蝇。捉到苍蝇的

“神秘人”会小心翼翼地将网兜
中的活苍蝇转移到另外一个正
方形笼内。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有
疑问：“神秘人”是谁？大热天为
什么抓苍蝇？

抓苍蝇真是
个技术活

盛夏，是苍蝇繁殖和活跃的
季节，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一
些“神秘人”却冒着高温，奔波在
苍蝇活动频繁、密度高的场所，
将抓到的活体苍蝇带回实验室
饲养、繁殖、做实验。他们就是沧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
防制科的工作人员。

58 岁的张明已经与苍蝇
“死磕”了 30多个夏天，抓获过
近万只苍蝇。

张明身材消瘦，动作灵活，
在抓苍蝇的间隙，他还会时不时
向同事传授一些抓蝇技巧。

观察了地形和蝇种后，张明
在一堆饲料前停了下来，随后稍
稍往后挺直身体，果断瞄准目
标，挥起网兜，将长长的网兜往
后一甩，再一扣一盖，七八只苍
蝇就这样被收入囊中，一系列动
作如行云流水。

张明不断切换在驻足徘徊
辨认和挥拍捕捉两个模式之中，
没过多久，豆大的汗珠就从他的
脸颊流了下来。

“活抓苍蝇是个技术活，掌
握了技巧能事半功倍。”说着，张
明又瞄上了停在电线上的一群
苍蝇。

看一眼就能
分辨苍蝇公母

紧跟在张明身后的郑炎收
获也不小。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
捕虫网内的苍蝇抖落到网的底
部，并迅速地挑选出不需要的苍
蝇品种，然后将选中的苍蝇转移
到正方形的饲养笼内。

逮了三年苍蝇，郑炎已经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能
用肉眼分辨苍蝇种类，还能分辨
出苍蝇的公母。

“不是所有的苍蝇都能入选
成为受试对象的。为了保证实验
的严谨性，我们只选择家蝇来进
行实验。”郑炎介绍说，“我市苍
蝇种类繁多，与疾病传播相关的
苍蝇大多活动于人们的居住区，
例如家蝇、市蝇、大头金蝇、丝光
绿蝇、铜绿蝇等。”

虽然苍蝇种类繁多，但其实
疾控工作人员抓到的大多是家
蝇和丝光绿蝇（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绿豆蝇），其他蝇种沧州并不
多。

“前几年，我们都是在市区
抓苍蝇。今年，打算在各县抓一
些回去做实验，看地域不同的
苍蝇在实验中有没有差异性。”
郑炎告诉记者，“家蝇在全国分

布广泛，才被我们‘请’进实验
室。”

和市蝇、果蝇、麻蝇、金蝇等
蝇类相比，家蝇有自己独特的辨
识度。“家蝇密生短毛，颜色暗
沉，无金属光泽，最显著的特征
是胸背有 4条黑色纵向条纹，腹
部色彩明显，呈亮黄色。它是进
入室内的最主要的蝇种。”工作
人员会仔细辨别抓到网兜里的
苍蝇，将家蝇之外的其他蝇种挑
出去。

“苍蝇有‘闻香逐臭’的特
点，我们就得跟着它们的行踪
走。”农贸市场、养殖场等苍蝇密
度较高的地点都是疾控人员重
点选择的捕捉场地。

相比往年，这次的战利品不
算“丰富”，疾控部门的 6名工作
人员在一个多小时内抓到了
200 多只家蝇，距离实验需要
的数量还差一些。“苍蝇少了
是好事，这说明环境卫生越来
越好了。”郑炎擦了一把汗，笑着
说：“为了补上差额，接下来的几
天，我们还将继续捕蝇。”

吃红糖，喝纯
净水，住空调房

被工作人员带回来的苍蝇
们，第一时间就被“请”到了一间
恒温恒湿的“空调房”内。

“原来养苍蝇的实验室，真
得给它们开空调，使用加湿器，
保持合适的湿度、温度。自去年
起，上级部门为我们配备了更先
进的恒温恒湿的人工气候室设
备，就是一个模拟蝇类环境实验
舱。”工作人员介绍道，“现在的
苍蝇是名副其实的‘高贵蝇’，
待遇比我们都高。”

实验舱外的电子显示屏显
示：舱内温度是 26摄氏度，湿度
为50%。

在这个恒温恒湿的实验舱
里，陈列着两排架子。两个边
长约为 40 厘米的饲养笼就放
在架子上，工作人员刚抓到的
200 多只苍蝇就养在里面。记
者凑近一听，嗡嗡的声音不绝
于耳。

饲养笼底部放着三个小盒
子，两个平皿内分别放着苍蝇的
食物和水，第三个杯子形状的器
皿里装着一些麦麸，麦麸里面还
拌了奶粉和纯净水。

苍蝇的食物是红糖，饮品是
纯净水。为了方便苍蝇饮用，水
并不是直接放进器皿的流动水，
而是吸附到棉花和滤纸上的纯
净水。

装麦麸的杯子是供苍蝇产
卵用的。为了产卵环境的绝对安
全，麦麸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

苍蝇的恶心习性

在饲养苍蝇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发现了一个苍蝇的恶心

习性，那就是边吃、边吐、边排
泄。

苍蝇没有鼻子，它的味觉感
受器长在脚上，会不断用脚四处
沾沾、“尝尝”味道，然后搓一搓，
目的是把味觉感受器清理干净，
把旧的味道除去，再品尝新的味
道。

这行为和我们的饭前洗手
很像，不同的是你不知道苍蝇曾
经去过哪里，脚上沾有什么东
西。

苍蝇没有牙齿，不能咀嚼，
它的口器为吸吮型，只能吸吮流
质或半流质食物，如糖水、牛奶、
蜂蜜水等。遇到固体食物时，它
们会先吐出唾液和消化液来分
解食物，等食物分解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吸，很像在用吸管吃东
西。

所以，苍蝇吃东西的整个过
程就是边吃边吐，更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它之前吃过什么脏东
西，这些脏东西有可能随着吐出
来的唾液和消化液落在你的食
物上。

苍蝇每几分钟就要排泄一

次。它的吃法是：一边吐，一边
吃，一边排泄。整个吃喝拉撒的
全套流程一般只需要 10 秒左
右。也就是说，你一愣神儿，食物
就已经落入苍蝇腹中，同时食物
上面还有它的排泄物。

另外，雌性苍蝇还会顺便
在你的食物上产卵。如果温度
适宜，几个小时后，卵就会孵
化成蛆……那个场面简直不敢
想象。

苍蝇是“四害”之一,它身
上携带了 60多种病菌，可致人
类 和 家 畜 、家 禽 感 染 多 种 疾
病。工作人员提醒：一定要科
学防蝇，远离被苍蝇污染的食
物。

饲养苍蝇是
为了更好地消灭它

虽然是“四害”之一，但被抓
到实验室的苍蝇却住着空调房，
吃着红糖，喝着纯净水，好不惬
意，简直是“蝇生赢家”呀！

苍蝇产卵后，工作人员每天
都要从装有麦麸的杯子里拣出
卵块，放到饲养罐里。

饲养罐是一个直径 10多厘
米的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麦
麸。为了给卵提供足够的营养，
麦麸里面还掺了奶粉和纯净水。
掺纯净水要适量，不能多也不能
少，要让麦麸保持湿润，但也不
能有太多的水。

苍蝇具有惊人的繁殖力。实
验室中的家蝇每次产卵 100 粒
左右。在短短的 30天左右的寿
命里，一只家蝇能产卵 10次至
20次，总产卵量达600粒至1000
粒。

这些卵粒粘连在一起形成
卵块。被放到饲养罐中后，卵粒
先是孵化成幼虫，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蝇蛆，再变成蛹，最后再羽
化为成虫。整个过程大概需要 7
天至10天。

羽化后的苍蝇很快就可以
用于实验了。工作人员用乙醚或
二氧化碳先将苍蝇麻醉，然后再
挑选出雌蝇。没错！工作人员如
同长了火眼金睛，他们能根据苍
蝇眼距的大小，分出雌雄。他们
把每 20只雌蝇装入一只滴有灭
蚊蝇药液的实验瓶中，观察 24
小时，记录不同药液浓度、苍蝇
的死亡时间和死亡率。

做这个实验的意义是什么
呢？工作人员解答了记者的疑
问：饲养苍蝇是为了更好地消灭
它。

据介绍，杀虫剂的长期使用
会使苍蝇产生抗药性。为了保证
杀灭的效果，疾控部门每年都会
开展苍蝇抗药性实验，将在自然
环境中捕捉到的家蝇经过人工
养殖后，利用它们的子一代进行
实验。“我们的实验每一个剂量
组都会有大量的家蝇参加，以减
少个体差异导致的结果偏差，最
后筛选出对消灭家蝇有效的药
物并且确定药物喷洒浓度。尤其
是为新药做实验时，药物浓度需
要一点点测试，可能一种药物就
要做十几次实验。每次实验都要
有 120只苍蝇参与，因此实验还
是很‘费蝇’的。”

活苍蝇可不是那么好抓的活苍蝇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工作人员像工作人员像““虫保姆虫保姆””一样喂养苍蝇一样喂养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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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清池北大道31号
生产资料公司部分办公楼
层出售，欢迎接洽。

出售部分办公楼层
联系电话：13831770165 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