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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山东省媒介蚊虫种群及按蚊密度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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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济宁２７２０３３；２．济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媒介蚊虫的种群构成和中华按蚊密度，持续巩固山东省消除疟疾成果，为蚊虫的有效防治

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于２０２３年６～１０月在山东省１１个地市的监测点采用全通宵诱蚊灯法开展媒介蚊虫种群构成

及分布监测；１６个地市的监测点采用双帐人饵诱捕法开展中华按蚊密度监测。　结果　全通宵诱蚊灯法共捕获蚊虫

１５１６６只。其中淡色库蚊８９１３只，白纹伊蚊１３２９只，中华按蚊４８０只，其他蚊种４４４４只。不同监测地区、监测环境以

及监测时间的蚊种构成比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１７．１８９、５９０１．８４３、４００１．５９４，均犘＜０．０１）。通过人饵帐

诱捕法共捕获中华按蚊２７８只，其中济宁捕获的中华按蚊最多，平均密度最高，共１８９只，平均密度为２．１只／（人·ｈ）；８

月下旬中华按蚊密度达到峰值，为０．６８只／（人·ｈ）。　结论　淡色库蚊是山东省的优势蚊种，７～８月是中华按蚊活动

的高峰期，应继续加强蚊媒监测，并适时开展防蚊、灭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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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不仅骚扰、叮咬人类，还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乙

脑）、疟疾、登革热等多种疾病的传播媒介，给人类的生

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１３］。山东省曾多次爆发乙脑和

登革热疫情，随着疫苗的逐步推广和对媒介蚊虫的综

合防治，总体呈现低流行水平，但流行性风险依然存

在［４］。疟疾是因疟原虫感染而引起的一种蚊媒传染

病［５］，其 传 播 媒 介 主 要 为 中 华 按 蚊 （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

狊犻狀犲狀狊犻），山东省于２０１０年全面启动消除疟疾工作，并

于２０１９年通过国家消除疟疾终审评估，顺利实现消除

疟疾目标。不过，传疟按蚊依然存在，并且随着出国旅

游、经商、务工等人员的逐步增加，境外感染输入性疟

·７５４１·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２期

Ｄｅｃ．２０２４，　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２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Ｎｏ．ＺＲ２０１７ＹＬ００５）；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学术提升计划”（Ｎｏ．２０１９ＱＬ００５）。

【通讯作者】　王用斌，Ｅｍａｉｌ：ａｖｅｏ２２６＠１６３．ｃｏｍ

【作者简介】　吕文祥（１９９６），男，山东枣庄人，硕士，助理研

究员，主要从事媒介生物学及其防治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ｗｘｉａｎｇ１９９６＠１６３．ｃｏｍ



疾的风险仍不可忽视［６７］。

根据《山东省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

案》，于２０２３年，在山东省的１１个地市开展了蚊虫种

群监测，１６个地市开展了中华按蚊密度监测，全面了

解山东省媒介蚊虫的种群构成和中华按蚊密度，持续

巩固山东省消除疟疾成果，为蚊虫的有效防治提供指

导依据，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　监测点的设置

根据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等因素，在德州、东营、菏

泽、济南、济宁、聊城、临沂、青岛、泰安、潍坊、滨州等

１１个市开展蚊虫种群及分布监测；在１６地市均设置

中华按蚊媒介监测点，每年开展中华按蚊密度监测。

２　方法

２．１　媒介蚊虫种群构成及分布监测　于２０２３年的６

～１０月采用全通宵诱蚊灯法开展监测，于当日的１９：

００至次日７：００在不同牲畜棚内各放置一盏诱蚊灯，

诱蚊灯距离地面１．５～２ｍ，记录捕获蚊虫种类和数

量。

２．２　中华按蚊密度监测　于２０２３年的６～１０月采用

双帐人饵诱捕法开展中华按蚊密度监测，每月上旬和

下旬各１次，每次１晚，具体做法为１人坐于账内，另

一１人于帐外用电动捕蚊器捕捉停落在帐面上的按

蚊，每小时捕捉１５ｍｉｎ，记录每次捕捉的数量和种类。

２．３　质量控制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对各地

市蚊媒监测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监测人员严格按照监

测方案开展监测。

２．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软件录入数据，

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构成比之间的差异比较采用χ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蚊虫的蚊种构成及种群分布

２０２３年山东省１１地市共捕获蚊虫１５１６６只，优

势蚊种为淡色库蚊（犆狌犾犲狓狆犻狆犻犲狀狊狆犪犾犾犲狀狊），共捕获

８９１３只，占５８．７７％；白纹伊蚊（犃犲犱犲狊犪犾犫狅狆犻犮狋狌狊）

１３２９只，占８．７６％；中华按蚊４８０只，占３．１６％；其他

蚊种共４４４４只，占２９．３０％。捕获蚊虫最多的为聊城

市（３４７５只），其次为济宁市（２５４８只）；捕获淡色库

蚊最多的为聊城市（３１３５只），其次为潍坊市（１３２８

只）；捕获白纹伊蚊最多的为德州市（８５１只），其次为

聊城市（１８０只）；捕获中华按蚊最多的为东营市（３１２

只），其次为潍坊市（７９只）；捕获其他蚊种最多的是济

宁市（２４５７只）（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３年山东省蚊虫种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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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２０２３

２　不同监测环境及时间的蚊种构成比

从监测地区来看，农村地区共捕获蚊虫１３７０１

只，占９０．３４％；社区共捕获蚊虫１４６５只，占９．６６％；

两地蚊种均已淡色库蚊为主，分别为８０７２只和８４１

只，不同监测地区蚊种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１７．１８９，犘＜０．０１）。根据监测环境，可分为牛

棚、羊圈、养鹿场、猪圈、养鸡场、池塘边、居民区以及其

他８种类型，捕获的蚊虫数量分别为２８８４、５２９、

１０３６、４９２、１１８５、９９３、３７０５和４３４２只，占比分别为

１９．０２％、３．４９％、６．８３％、５．６８％、３．２４％、６．５５％和

２４．４３％和２８．６３％；居民区捕获的淡色库蚊和白纹伊

蚊最多，分别为２８９６只和３９１只；羊圈捕获的中华按

蚊最多，共２０４只；不同监测环境蚊虫构成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０１．８４３，犘＜０．０１）。７月下旬捕

获的蚊虫数量最多，共５１８３只，其中中华按蚊３４６

只，占６．６８％，在各监测时间点中为最高；其次为８月

上旬，共捕获蚊虫３８２８只，包括淡色库蚊２８８５只、白

纹伊蚊１６２只、中华按蚊８５只，分别占７５．３７％、

４．２３％、２．２２％；不同监测时间蚊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４００１．５９４，犘＜０．０１）（表１）。

３　中华按蚊密度季节消长

通过人饵帐诱捕法共捕获中华按蚊２７８只，其中

济宁捕获的中华按蚊最多，平均密度最高，共１８９只，

平均密度为２．１只／（人·ｈ）；其次滨州市和东营市均

捕获２５只，密度均为０．２５只／（人·ｈ）；德州、菏泽、青

岛、威海、潍坊、淄博等６市均未捕获到中华按蚊。

从监测点分类看，农村地区的中华按蚊密度［０．４８

只／（人·ｈ）］远高于社区［０．０７只／（人·ｈ）］；从监测

点环境看，池塘、湖边捕获的中华按蚊最多，共２４９只，

占总数的８９．５７％，平均密度为０．２８２只／（人·ｈ）；从

监测时间看，本年度中华按蚊密度共有７月上旬［０．１４

只／（人·ｈ）］和８月下旬［０．６８只／（人·ｈ）］两个高峰

期，随后中华按蚊的密度持续下降（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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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３年山东省媒介种群监测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犲犮狋狅狉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犻狀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２０２３

监测生境及时间

Ｈａｂｉｔａｔａｎｄ

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捕蚊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ｃａｔｃｈ

淡色库蚊

犆狌犾犲狓狆犻狆犻犲狀狊狆犪犾犾犲狀狊

捕获只数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白纹伊蚊

犃犲犱犲狊犪犾犫狅狆犻犮狋狌狊

捕获只数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中华按蚊

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捕获只数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其他蚊种

Ｏｔｈｅｒｓ

捕获只数

Ｎｕｍｂｅ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监测地区
农村 １３７０１ ８０７２ ５８．９２ １０５８ ７．７２ ４６１ ３．３６ ４１１０ ３０．００

社区 １４６５ ８４１ ５７．４１ ２７１ １８．５０ １９ １．３０ ３３４ ２２．８０

监测环境

牛棚 ２８８４ １７１２ ５９．３６ １４９ ５．１７ ６２ ２．１５ ９６１ ３３．３２

羊圈 ５２９ ２３８ ４４．９９ ６９ １３．０４ ２０４ ３８．５６ １８ ３．４０

养鹿场 １０３６ ５６５ ５４．５４ ２５ ２．４１ ２ ０．１９ ４４４ ４２．８６

猪圈 ４９２ ４２５ ８６．３８ １９ ３．８６ ２４ ４．８８ ２４ ４．８８

养鸡场 １１８５ ９０１ ７６．０３ １３２ １１．１４ ０ ０．００ １５２ １２．８３

池塘边 ９９３ ６３２ ６３．６５ ２４３ ２４．４７ ８３ ８．３６ ３５ ３．５２

居民区 ３７０５ ２８９６ ７８．１６ ３９１ １０．５５ ８９ ２．４０ ３２９ ８．８８

其他 ４３４２ １５４４ ３５．５６ ３０１ ６．９３ １６ ０．３７ ２４８１ ５７．１４

监测时间

６月下旬 ６４０ ５０３ ７８．５９ ７９ １２．３４ ５ ０．７８ ５３ ８．２８

７月上旬 １７１４ １４３７ ８３．８４ ２７４ １５．９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１８

７月下旬 ５１８３ １５６３ ３０．１６ ５１０ ９．８４ ３４６ ６．６８ ２７６４ ５３．３３

８月上旬 ３８２８ ２８８５ ７５．３７ １６２ ４．２３ ８５ ２．２２ ６９６ １８．１８

８月下旬 １０１５ ７０５ ６９．４６ １１ １．０８ ２４ ２．３６ ２７５ ２７．０９

９月上旬 １８４６ ９７０ ５２．５５ ２６９ １４．５７ １４ ０．７６ ５９３ ３２．１２

９月下旬 １３８ １２６ ９１．３０ １２ ８．７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月上旬 ８０２ ７２４ ９０．２７ １２ １．５０ ６ ０．７５ ６０ ７．４８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５１６６ ８９１３ ５８．７７ １３２９ ８．７６ ４８０ ３．１６ ４４４４ ２９．３０

图２　２０２３年山东省中华按蚊密度季节消长

犉犻犵．２　犛犲犪狊狅狀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犱犲狀狊犻狋狔犻狀犛犺犪狀犱狅狀犵

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２０２３

讨　论

蚊虫的种群构成与季节消长规律对蚊媒传染病的

流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开展蚊媒监测是防治蚊媒传染

病的重要措施［８］。２０２３年蚊媒监测结果显示，山东省

各监测点捕获的蚊种主要为淡色库蚊、白纹伊蚊和中

华按蚊，其中淡色库蚊为优势蚊种，这符合我国北纬

３３°以北地区的蚊虫流行规律
［９］，也与２０２１年山东省

的蚊媒监测结果相一致［３］。

监测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蚊虫种群和数量远高

于社区，可能是因为部分农村地区临近树林、湖泊，养

殖牲畜，且存在乱排污水的习惯，这些均为蚊虫的繁殖

提供了条件；而社区为创建卫生城市等使蚊虫孳生地

逐渐减少［１０］。夏季气温高，养殖场内如不不及时清理

的积水和粪便，容易导致蚊虫孳生。本次在不同类型

的牲畜养殖场均捕获到较多的蚊虫，蚊虫叮咬牲畜，传

播疾病，不仅带来经济损失，也对养殖户的健康造成威

胁［１１］。为了防止蚊虫的孳生和危害，应向养殖户宣传

蚊虫的危害和综合防治措施，提高其健康卫生意识，令

其及时清理养殖场内部的粪水和周边的杂草，并适当

使用一些驱蚊灭蚊药物等［１２］。本次的监测环境主要

集中在牲畜养殖场，监测环境比较单一，以后还需对居

民区、医院、公园等不同类型的监测环境进行监测，以

便获取更加全面的监测数据。

蚊虫密度的季节消长趋势与不同月份的气温、降

雨等气候因素有关。结果显示，７～８月为蚊虫活动的

高峰期，中华按蚊密度于８月下旬达到顶峰，随后逐渐

下降，这与河北［１３］、浙江［１４］、江苏［１５］等省监测结果也

基本一致。中华按蚊属于田塘型按蚊，孳生地主要包

括稻田、芦苇塘、人工湖等大型或较大积水场所［１６］。

本次监测济宁地区捕获中华按蚊密度最高，可能是因

为济宁地区监测点靠近微山湖，且当地有种植水稻的

习惯，相比其他监测点更有利于中华按蚊的栖息。对

密度高地区应扩大监测区域并进行抗药性监测，必要

时开展防蚊、灭蚊行动，降低疟疾传播风险［１２，１７］。

综合分析，山东省的蚊虫种群结构和中华按蚊密

度具有地域性、环境性等特点，今后应继续开展监测工

作，严防本地疟疾病例的发生，巩固疟疾消除成果，掌

握山东省蚊虫的种群结构、分布季节消长趋势等特点，

为蚊媒的综合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志谢：本研究得到山东省各监测县（市、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大力支持，特此一并志谢。

（下转１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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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样，包括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控制细菌和病毒

感染，产生细胞因子，消灭细菌，并在获得性免疫和先

天性免疫之间建立联系［１７１８］。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临床治疗时应特别关注重症

肺炎患者的免疫状态，合理调整免疫治疗方案，以期提

高治疗效果。同时，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重症肺炎患

者，应加强基础疾病的管理，以降低肺炎的严重程度和

改善预后。此外，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差异提示，重症肺

炎患者可能需要更为积极的影像学监测，以便及时发

现病情变化并调整治疗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

讨不同严重程度老年肺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变化的机

制，以及如何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来改善患者的临床结

局。此外，研究还应关注老年肺炎患者在不同治疗方

案下的免疫反应差异，为临床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治疗

建议。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有望为老年肺炎患者提供

更为精准和有效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死率。

【参考文献】

［１］　马慧，陈复辉．多重病因下细菌和病毒双重感染性肺炎病毒相关

病原学诊断的研究进展［Ｊ］．医学综述，２０２１，２７（１）：６３６６．

［２］　 Ｗｙｒｗｉｃｈ ＫＷ，Ｙｕ Ｈ，Ｓａｔｏ 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ｉｌｌｎｅｓｓａ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ｍｏｎｇ

ＵＳａｄｕｌｔｓａｇｅｄ５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ｏｌｄｅｒ［Ｊ］．Ｐａｔｉｅｎｔ，２０２０，６（２）：１２５

１３４．

［３］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Ｌ，ＤｅｅｌｅｎＪ，Ｓｌａｇｂｏｏｍ ＰＥ．Ｆａｃｉｎｇｕｐ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ａｇｅ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５６１（７７２１）：４５５６．

［４］　ＰａｌｌａｄｉｎｏＲ，ＰｅｎｎｉｎｏＦ，ＦｉｎｂａｒｒＭ，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Ｊ］．ＨｅａｌＡｆｆＰｒｏｊＨｏｐｅ，２０１９，３８（４）：６１３６２３．

［５］　ＭｏｌｌｅｒＧｕｎｄｅｒｓｅｎＫ，ＮｙｇａａｒｄＪｅｎｓｅｎＪ，ＢｊｅｒｒｕｍＬ，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

ｃｏｕｒｓｅｖｓｌｏ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Ｂａｓｉｃ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４（５）：５５０５５９．

［６］　ＶｉａｓｕｓＤ，ＮｕｎｅｚｒａｍｏｓＪＡ，ＶｉｌｏｒｉａＳＡ，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７，１８（１０）：９５７９６４．

［７］　ＱａｚｉＳ，ＷｅｂｅｒＭ，ＬａｗｅＤａｖｉｅｓＯ，ｅｔａｌ．ＷＨＯ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７，３７０

（９５８５）：３８５３８６．

［８］　左淑兰，李娟．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

监测及耐药性［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９（１）：３２３４．

［９］　陆颖，朱志军，朱梅．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研究进展［Ｊ］．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７）：１１１６１１２０．

［１０］　 ＰｅｙｒａｎｉＰ，ＭａｎｄｅｌｌＬ，Ｔｏｒｒｅｓ 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Ｒｅｓｐｉｒ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３（２）：

１３９１５２．

［１１］　年英，吕秀云．美罗培南联合莫西沙星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

感染性肺炎患者的影响［Ｊ］．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９，２７

（３）：８７９０．

［１２］　苏珊珊，周颖，叶忆如，等．鹦鹉热衣原体肺炎胸部ＣＴ影像学特

征分析［Ｊ］．浙江医学，２０２２，４４（６）：６５７６６０．

［１３］　ＫｈａｉｌｏｖａＬ，ＢａｉｒｄＣＨ，ＲｕｓｈＡＡ，ｅｔａ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Ｇ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

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Ｊ］．

Ｓｈｏｃｋ，２０１８，４０（６）：４９６５０３．

［１４］　高晓洋，刘静，梁高峰．基于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通用流感疫苗

的展望［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３，１８（２）：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７．

［１５］　ＲｏｕｘＤ，ＧａｕｄｒｙＳ，ＫｈｏｙＥａｒＬ，ｅｔａｌ．Ａｉｒｗａｙｆｕｎｇ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ｔｏｐｒｅｖａｉｌ［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９，４１（９）：１９１１９９．

［１６］　陈惠刚，李桂艳，马微．老年下呼吸道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病原

学特征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４，１９（１）：７４７８．

［１７］　ＢｒｏｑｕｅｔＡ，ＲｏｑｕｉｌｌｙＡ，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Ｃ，ｅｔａｌ．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ｉｃ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

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ｏｄｅｌ［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２０，４２（６）：

４４１４５０．

［１８］　胡慧琴，卢铨广．血清ｓＴＲＥＭ１、ＣＤ４０Ｌ水平在老年多重耐药

菌血流感染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

志，２０２３，１８（９）：１０７０１０７３，１０７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０７１９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４１００９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上接１４５９页）

【参考文献】

［１］　薛志静，刘小波，郭玉红，等．山东省蚊虫及蚊媒病毒调查研究概

况［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１９，３０（４）：４８１４８４．

［２］　孙钦同，韩英男，刘言，等．山东省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生态学调

查分析［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２，３３（１）：１６２０．

［３］　李曰进，许艳，王龙江，等．２０２１年山东省媒介蚊虫种群及按蚊密

度监测结果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４，１９（１）：５２５５．

［４］　娄紫微，汤星星，王文倩，等．山东省流行性乙型脑炎研究进展

［Ｊ］．医学动物防制，２０２３，３９（６）：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６．

［５］　ＰｌｅｎｄｅｒｌｅｉｔｈＬＪ，ＬｉｕＷ，ＬｉＹ．Ｚｏｏｎｏｔ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ｍａｌａｒｉ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犘犾犪狊犿狅犱犻狌犿 犿犪犾犪狉犻犪犲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ｐｅｓ［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２２，１３（１）：１８６８．

［６］　聂广馗，徐超，魏庆宽，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山东省由赤道几内亚输入

的恶性疟原虫抗药性基因多态性分析［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

志，２０２０，３２（６）：６１２６１７．

［７］　刘建成，许艳，王龙江，等．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山东省临沂市输入性疟疾

疫情监测分析［Ｊ］．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２３，４１（２）：

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６．

［８］　刘莹，吴群，刘璞瑜，等．海南省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蚊虫生态学监测结果

分析［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４，３５（１）：２６３１．

［９］　李海军，韩佳，张征．宁夏回族自治区引黄灌区２０１９年蚊虫生态

监测结果分析［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１，３２（３）：２８２

２８５．

［１０］　冀彤，马菊红，张学太．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白银市国家级监测点蚊类监

测分析［Ｊ］．中华卫生杀虫药械，２０２３，２９（４）：３５４３５７．

［１１］　郭小连，杨坤．中华按蚊的媒介效能研究进展［Ｊ］．中国媒介生物

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３，３４（３）：４４０４４６．

［１２］　李菊林，周华云，唐建霞，等．江苏省疟疾传播媒介控制策略与研

究［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２０，３２（５）：４５９４６３．

［１３］　马丽华，韩晓莉，高文，等．河北省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成蚊生态学监测

结果分析［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３，３４（４）：５０８

５１２，５４７．

［１４］　李菊林，朱国鼎，周华云，等．江苏省消除疟疾阶段媒介监测结果

分析［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８，３０（４）：３９０３９５．

［１５］　丰燕，阮卫，潘金仁，等．浙江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传疟媒介监测结果

分析［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１９，３０（５）：５４０５４４．

［１６］　ＲｅｅＨ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ｖｉｖａｘ

ｍａｌａｒｉａｉｎＫｏｒｅａ［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０５，４３（３）：７５９２．

［１７］　万伦，张华勋，夏菁，等．湖北省枣阳市中华按蚊对常用杀虫剂的

敏感性调查［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２３，３４（２）：２２２

２２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０６２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４０９０６

·６５４１·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２期

Ｄｅｃ．２０２４，　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２


	202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