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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华按蚊人工感染间日疟原虫的问题，早在1929年Hindle与冯兰洲，1934年姚

 永政曾先后作过实验。1970年以来，河北、山东、河南(史冬元等，1982)等省也作了有关

 研究。上述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其感染率差异较大。至于雷氏按蚊，上海陈登宏等(实用

 疟疾学，1978)曾提及作过人工感染实验。但是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在同一情况下比较

 其对间日疟原虫的敏感性差异，还未见报导。这两种按蚊在我省分布较广，比较这两种

 按蚊的敏感性，无论在疟疾流行病学上或防治对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于

 1981及1982年的8～10月，连续两年共作了9批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人工感染间日疟原

 虫敏感性的比较实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蚊虫来源：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均采自四川夹江地区。凡采集的每批成蚊，全

 部单个饲育产卵，均按照许、冯1975所提出的要点，鉴定其种型，分别将两种蚊卵孵

 化，饲育为成蚊，待羽化后3—5天，即用于感染实验。1982年，我们又以河南郑州驯

 化的中华按蚊作了对比实验。 

      二、供血者：选自四川夹江地区农村的问日疟现症病人。 

      三、感染方法：取供血者静脉血液作离体感染，其方法是将血液用肝素钠(50μ／毫

 升)液抗凝(1:10的比例)，立即注入人胎膜与饲血瓶底之间的空隙内，分别放在中华与

 雷氏按蚊的笼壁上。瓶内盛装38～40℃的热水，以保持瓶底血液的温度，饲血30～60分

 钟。然后将吸血蚊扣捕放入另一蚊笼，置于26±1℃的恒温饲养室内饲养。吸血的第三

 天饲豚鼠血一次，以后改用10％葡萄糖水。第7～8天解剖蚊胃，检查有无卵囊及其数

 目，确定感染与否以及感染程度。第12天开始解剖涎腺，检查有无子孢子，确定疟原虫

 能否在蚊体内发育到具有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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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胃感染结果：在九批感染实验中，共解剖中华按蚊436只，其中有191只查见卵

囊，感染率为43.81％，平均卵囊数为5.2个，解剖雷氏按蚊316只，其中有113只查见卵

囊，感染率为35.76％，平均卵囊数为3.4个。根据两种蚊的胃感染率，经统计学处理 

X
2
＝4.927，有显著性差异。中华按蚊的胃感染率高于雷氏按蚊(各次实验结果见表 

1 )。1 9 8 2年9月2 6日的一次实验(实验批号82— 5— 1 )同时感染郑州品系中华按

蚊。解剖四川夹江地区中华按蚊72只，其中有51只查见卵囊，感染率为70.83％，平均 

卵囊数为10.5个；解剖河南郑州中华按蚊15只，其中有9只查见卵囊，感染率为60％， 

平均卵囊数为9.5个，无明显差异。 

表1    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感染间日疟原虫结果 
实验蚊 
批  号 

感染日期 
(月、日) 

蚊  种 解剖 
蚊数 

感染 
蚊数 

感染率 
(％) 

卵囊总数 
(个) 

平均卵囊数 
(个／胃) 

81-2-1 9.7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56 
48 

25 
8 

44．64 
16.66 

757 
62 

13.5 
1.3 

81-3-1 10.10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65 
60 

13 
14 

20.00 
23.33 

83 
165 

1.3 
2.8 

81-3-2 10.11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35 
30 

10 
13 

28.57 
43.33 

74 
163 

2.1 
5.4 

82-1-1 8.21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14 
9 

4 
4 

28.57 
44.44 

96 
108 

6.9 
12 

82-1-2 8.22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54 
33 

13 
1.2 

24.07 
36.36 

48 
67 

9 
2 

82-2-1 8.24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30 
22 

6 
3 

20.00 
13.63 

18 
8 

0.6 
0.4 

82-3-1 9.2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51 
51 

44 
33 

86.27 
64.70 

222 
133 

4.4 
2.6 

82-4-1 9.3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59 
52 

25 
18 

42.37 
34.61 

189 
178 

3.2 
3.4 

82-5-1 9.26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72 
11 

51 
8 

70.83 
72.72 

757 
184 

10.5 
16.7 

合    计 
中华按蚊 
雷氏按蚊 

436 
316 

191 
131 

43.81 
35.76 

2244 
1064 

5.2 
3.4 

对照组* 9.26 中华按蚊 15 9 60.00 142 9.5 
＊  对照组的中华按蚊来自河南郑州品系。 

    二、涎腺感染结果：在9批实验中，共解剖中华按蚊768只，其中有180只在涎腺查

见子孢子，感染率为23.43％，解剖雷氏按蚊504只(有2批吸血蚊少，只作胃卵囊解

剖)其中有119只查见子孢子，感染率为23.61％。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的腺感染率经统 

计学处理X
2
＝0.005，无显著性差异(各批涎腺感染结果见表2)。 

    三、供血者在间歇期与发作期对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的感染结果：中华按蚊在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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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人工感染间日疟原虫结果 
感染 中  华  按  蚊 雷  氏  按  蚊 实验蚊 

日期 解剖 感染蚊数 

感染率

解剖 感染蚊数 

感染率 

批  号 (月、日) 蚊数 合计 腺 胃 腺、胃

均阳性

 

(％) 

 

蚊数

 

合计

 

腺 

 

胃 

腺、胃 

均阳性 

 

(％) 

81-1-1 

81-2-1 

81-3-1 

81-3-2 

82-1-2 

82-2-1 

82-3-1 

82-4-1 

82-5-1 

8.5 

9.7 

10.10 

10.11 

8.22 

8.24 

9.2 

9.3 

9.26 

115

112

58 

65 

56 

33 

201

98 

30 

41 

23 

5 

7 

6 

1 

57 

22 

18 

31 

21 

0 

1 

6 

1 

52 

22 

9 

8 

9 

5 

5 

0 

0 

4 

— 

4 

2 

0 

0 

1 

0 

0 

1 

— 

5 

35.65 

20.53 

8.62 

10.67 

10.71 

3.03 

28.35 

22.45 

60.00 

24 

122

39 

70 

9 

— 

203

37 

— 

7 

29

1 

17 

1 

—

64 

0 

— 

5 

22 

0 

10 

1 

— 

58 

0 

— 

2 

7 

1 

5 

0 

— 

4 

0 

— 

0 

0 

0 

2 

0 

— 

2 

0 

— 

29.16 

23.77 

2.56 

24.28 

11.11 

— 

31.53 

0 

— 

合    计 768 180 143 28 9 23.43 504 119 88 19 4 23.61 

  注：    解剖涎腺同时解剖胃(卵囊接近成熟)亦列入阳性蚊统计 

    期的感染率最高为10.76％，最低为3.03％，而在间歇期感染率最高为60％，最低也为

 20.53％。雷氏按蚊除两次有差异外，其余均与中华按蚊基本一致。 

  表3  供血者在间歇期与发作期对两种蚊的感染结果 
实验蚊 

批    号 

供血者体温 

(℃) 

间歇期 发作期 中华按蚊腺感染率 

(％) 

雷氏按蚊腺感染率 

(％) 

81-1-1 

81-2-1 

81-3-1 

81-3-2 

82-1-2 

82-2-1 

82-3-1 

82-4-1 

82-5-1 

36.5 

36.4 

39.0 

37.5 

— 

39.5 

36.8 

36.3 

36.7 

+ 

+ 

 

 

 

 

+ 

+ 

+ 

 

 

+ 

+ 

+ 

+ 

35.65 

20.53 

8.62 

10.76 

10.71 

3.03 

28.35 

22.45 

60.00 

29.16 

23.77 

2.56 

24.28 

11.11 

— 

31.5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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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此次实验结果，证实中华按蚊胃卵囊感染率为43.81％，雷氏按蚊为35.76％。



X2检验(0.05>P>0.01)，两种蚊有显著性差异。中华按蚊子孢子感染率为23.43％； 

雷氏按蚊为23.61％。经X2检验(P>0.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由此表明，中华按蚊 

和雷氏按蚊对间日疟原虫都是敏感的。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华按蚊还是雷氏按蚊在 

流行病学上或防治对策上都应考虑其传疟作用。 

    此外，最后一批以河南郑州中华按蚊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感染实验，其结果：四川夹

江地区中华按蚊胃卵囊感染率为70.83％，而河南郑州中华按蚊则为60％，似乎河南与

四川地区的中华按蚊对问日疟原虫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 

    二、从各次的实验中，中华按蚊和雷氏按蚊的感染率和感染度均各不相同，出现这

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不是按蚊的敏感性所致，应考虑供血者体内疟原虫配子休的数量 

及其成熟程度和活力状况。在我们的实验观察中，查见有的供血者配子体虽高(如82—
3— 1 )供血者体内原虫配子体率在7／万以上，曾发作三次，但按蚊的感染率并不 

高。由此可见，配子体形态成熟并不等于达到生理成熟。反之，最末一次实验的结果， 

其供血者体内的配子体率是最低的(配子体率在2／万以下，发作二次)，但对中华按 

蚊和雷氏按蚊的感染率和感染度均高(表2)，显示出间日疟原虫对媒介按蚊的易感性 

强。Vanderberg(1980)亦曾报道过相似的结果。 

    三、在此次实验观察中，供血者处于间歇期与发作期对按蚊的感染率是有所不同 

的。在间歇期的感染率普遍较高，而在发作期则偏低，尤以中华按蚊腺感染率较为明

显。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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