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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口岸蚊类监测规程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国境口岸对蚊类进行监测的内容、方法、程序、统计分析和监测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 国境 口岸对蚊类监测。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蚊类监测 mosquito surveillance

用特定 的方法对 口岸不同生态环境中存在的蚊类 (成蚊 、幼虫)的种群 、数量进行系统的调查活动。

2.2

幼虫指数 larva index

容器指数、房屋指数、布雷图指数三个指数。

3 监测程序

3.1 准备

3.1! 成立小组

    成立 由三至六人组成的监测小组 ，人员须经专业培训 ，由专业技术人 员负责指导 。

3. 1.2 制定方案

    包括确定监测方法 、时间 、地点 、内容。

3. 1.2. 1 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监测方 法。

3. 1.2.2 时间

3. 1.2.2. 1 以一年为一个监测周期 。

3.1.2.2.2 成蚊每旬监测一次 。

3. 1.2.2.3 幼虫每月作一次监测;在有伊蚊的口岸，每季度作一次幼虫指数的监测。

3. 1.2.2.4 当出现疫情时 ，随时监测 。

3. 1.2.3 地 点

    在口岸内各种生境类型(水塘、草丛、房屋、畜厩)选取一至二个点，并尽量满足下列条件:

    — 选择在一个监测周期内环境不会 发生变化 的地点 ;

    — 选择在靠近人 、畜处 ;

    — 成蚊选择避风处 ，幼虫选择积水处

3.1.2.4 内容

    — 成蚊 :密度 、分布 、种群构成和季节消长 ;

    — 幼虫:密度、分布、容器指数、房屋指数、布雷图指数(仅限于有伊蚊的口岸)及其结果的判定;

    — 环境监测:地理、地貌、植被、天气、气温、相对湿度、风力、降雨量;

    — 实验室检查。

32 监测工具和 用品

      捕蚊器或吸蚊管 、蛇帐 、诱蚊器、羊申筒 、三盔 甲憔或 7酷 、毒 瓶、来 尺、时钟 ,400 mL 7k勺、吉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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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水勺、700 mL黑色塑料广口瓶、小木片、记录表.

4 现场监测

4.1 监测方法

4.1.1 环境监测

    — 查阅气象、地理资料;

    — 现场观测、描述.

4.1.2 成蚊监测

4. 1.2. 1 人工叮咬法

    以三人为一组，在清晨或傍晚时间，在无阳光和避风的场所，三人呈三角形面对面坐好不动.暴露小

腿，等蚊子叮咬，然后用捕蚊器或吸蚊管人工捕蚊。从捕到第一只蚊子算起连续捕捉1h，将捕获的成蚊

毒死，鉴定蚊种并计算密度指数[只/(人工 ·小时)〕。

4.1.2.2 人帐诱捕法

    在蚊虫孽生地挂一锥体形型蚊帐，高1. 5 m，顶宽0. 7m左右，四方顶，底宽为顶宽的两倍，下离地

面20 cm-30 cm人在帐内诱蚊人帐，用手电筒照明，以捕蚊器或吸蚊管在帐内连续捕蚊。诱捕时间从

日落开始，每次诱捕1 h-2h，将捕获的蚊子毒死，鉴定蚊种并计算密度(只/帐)。

4. 1.2.3 肃清计数法

    选择成蚊栖息场所，不计人工，不计时间，把该处所有的成蚊捕完为止，代表该房间蚊密度(只/人工

房间)。

4. 1.2.4 单位面积计数法

    选择适当的成蚊栖息场所，划出一定的单位面积，每天早晨前往计数这一块面积上停留的成蚊作为

密度(只/单位面积)。

4. 1.2.5 人工小时法

    选择适当的成坟栖息场所，以一个人工小时内所捕获的成蚊，将捕获的蚊子毒死，鉴定蚊种并计算

密度仁只/(人工 ，小时)〕。

4. 1.2.6 诱蚊器收集法

    将诱蚊器(紫外线诱蚊器、干冰诱蚊器等)挂于适当的成蚊栖息场所，成蚊即可诱集于器内，每天收

集一次。将采集到的成蚊分类鉴定计数，即得到各种成蚊的指数。

4. 1. 2. 7 网捕法

    对躲藏在野外杂草中的成蚊，用捕虫网捕捉10次，计算捕捉的成蚊数，每网平均数即为密度(只/人

工 网)。

4.1.3 幼虫监测

4. 1.3. 1 勺捞法

    在各种类型的积水中，用400 mL的水勺，于幼虫孽生的水面，勺取20瓢-30瓢水，计算幼虫总量，

求其平均数即为幼虫密度(只/勺)口

4.13.2 单位面积计数法

    用直径 100 mm的水瓢在水面上勺取 1 m距离.在水面上勺取10次(相当于1 MI),捕获的幼虫总

数即为幼虫的密度(只/m')。此方法适用于在大面积蚊幼虫掌生场所，如河滨、大池塘、水田、大片积水

洼地等

4.1.3.3  100mL计数法

    用100 ml积水中幼虫总数作为幼虫密度〔只//100 ml.),此方法适用于少量积水，如瓦罐、树洞、石
穴、缸、竹筒等幼虫十分密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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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幼虫指数调查法

    在成蚊监测时捕捉到伊蚊或怀疑有伊蚊 用伊蚊集卵器调查法(见4. 1.4)采集幼虫 鉴定或孵化后

鉴定为伊蚊时，须进行幼虫指数的监测。

4.1.3.4.，在口岸范围内选定的各种生态环境(水塘、草丛、房屋等)中，察看所有装水的器皿，检查是

否有蚊幼虫的擎生。

4.1.3.4.2 登记检查过的房屋数、所找到的盛水器数和有幼虫的盛水器数 填写幼虫指数监测表，见附

录A中表A.3,

4. 1.4 伊蚊集卵器调查法

    用直径为100 mm、容积为700 mL的黑色塑料广口瓶，装清水500 mL，在容器内放一小木片。将

集卵器悬挂于选定的地点，10天后将容器内的存水回收一次，鉴定幼虫或孵化后鉴定蚊种。操作应

注意 :

    — 集卵器悬挂在阴凉并离地面约1 m处;

    — 回收容器内的存水后，及时补充清水500 mL;

    — 保证小木片常浮在水面上;

    — 连续调查一个月，未发现有伊蚊时隔三个月再作调查;

    — 发现有伊蚊时即可停止调查。

4.T.5 实验室检查

    对采集到有流行病学意义的蚊类作实验室检查

4.2 现场监测的原则

4.2. 1定方法

    在监测周期内，不得更换监测方法。

4.2.2 定 人

    在监测周期内，每点监测人员保持不变，不得增减或更换。

4.2.3 定点

    在监测周期内，监测地点一般不得更改。

4.2.4 定 时

    在监测周期内，现场监测时间不得更改;如,A特殊天气可顺延，但成蚊的现场监测应保证每月不少
于两次 。

4.3 记录

    监测记录表见附录 A,

5 标本鉴定

将捕捉到的成蚊或幼虫用三氯甲烷或乙醚毒死后，带回实验室鉴定;疑难种类送鉴定中心

标本制作

参见附录 B

7 统计分析

7. 1 月平均 密度为每月 监测密度总和除以每月监测 次数，见式(1),

月平 均密度 =
每月监测密度总和

每月监测次数
，‘ ’·.·。··········。。···⋯ ⋯ (1)

7.2 年平均密度为全年监测密度总和除以全年监测次数，见式((2):

年平均密度 = 全年监测密度』总和
全年监测次数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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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布 为某一 生境 的捕 获数除以捕获总数 ，见式 ((3) :

分布 =
某一 生境 的捕获数

捕 获总数
(3)

7.4 种群 构成 为捕获某种数 占捕获总数的百分比，见式 (4) :

种群构成 =
捕获某种数

捕获总数
X 100 (4)

7.5 优势种为某 优势种数 占浦获总数的百分 比，见式 (5):

优势种 =
某优势种数

捕获总数
X 100% (5)

7.6 作幼虫指数监测后，计算容器指数、房屋指数、布雷图指数三个指数，并按表1作出判定。

    — 容器指数是指有幼虫盛水器数占检查盛水器总数的百分比;

    — 房屋指数是指有幼虫房屋数占检查房屋总数的百分比;

    — 布雷图指数是指检查10。间房屋中有幼虫盛水器的总数。

                                    表 1 幼虫指数调查结果判定

容器指数 房屋指数 布雷图指数 结 果

< 3 < 4 < 5 埃及伊蚊不足以引起城市黄热病的传播;适用于登革热的监测。

5一50
如果还有传播黄热病的亚蚊属和其他野生媒介，这个埃及伊蚊的密

度也足以引发一次黄热病的暴发;适用于登革热的监测。

> 20 > 35 >50 有埃及伊蚊传播黄热病的危险;适用于登革热的监测.

7.7 绘制图

    按月平均密度的计算结果，以两位坐标绘制成蚊、幼虫季节消长图，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月份。

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

— 口岸地理、气候、生境种类;

— 监测内容、方法、时间;

— 蚊类种群组成、优势种、分布和季节消长;

— 分析优势种、不同生境的蚊类活动的规律及种群与数量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 指出口岸蚊类防制的重点部位，提出口岸蚊类防制的综合措施;

— 与疾病流行的关系;

— 参 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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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监测记录表

表 A.

口岸 :

天气 :

方法 :

气温(℃):

成蚊监测记录表

密度单位 :

相对湿度(%):

编号 :

风力(m/S) e

生境类型 捕蚊数/只 密 度

蚊 种 分 类

备注

只 % 只 % 只 % 只 % 只 % 只 %

一

一

一{

合 计

调查单位 : 记录人员 : 调查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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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

天气 :

            表A. 2 幼虫监测记录表

方法: 密度单位:

气温(℃): 相对湿度(%):

编号 :

风 力(m/5):

生境类 型 幼虫数/条 密 度

幼 虫 分 类

备注

  一只 % 只 % 只 % 只 % 只 % 只 %

合 计

调查单位 : 记录人员 : 调查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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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3 幼虫指数监测记录表

口岸: 编号 :

地点(单位) 房屋数 盛水器数 有幼虫盛水器数 有幼虫房屋数

1

2

I

3

4
一

一

5

6

7

8

9

一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侣爹 计

应检查100间或以上的房屋

调查单位 : 记录人员 : 调查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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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标本制作

B. 1 成蚊标本

B.1.1 针插标本

    取一枚3号~4号昆虫针穿过一小纸片(约为1. 4 cm X 1 cm)一侧，使纸片位于长针上端的三分之

一处，再用一00号或。号微针反方向穿过纸片的另一端，使纸片在微针的后三分之一处。选择结构完

整的经三氯甲烷或乙醚或急冻杀死后的成蚊，使其腹面朝上，用微针插人其六足之间的胸部。在长针的

下三分之一处插上注明编号、采集地点、采集日期、蚊种、雌雄、采集人、鉴定人的标签。

B. 1. 2 玻片标本

    将成蚊杀死后，选择新鲜、结构完整的蚊虫，放人70%乙醇或Bless液(福尔马林原液7 mL与70%

的乙醇90 mL混合，使用前加人冰乙酸3 mL-5 mL)中固定。将蚊虫水洗后放人10%的氢氧化钾浸泡

4 h--12 h，直到几丁质色素减退成淡褐色。吸出氢氧化钾溶液，蒸馏水水洗二至三次，每次30 min。依

次放人700o,800o,9O o,95%的乙醇中脱水，70%乙醇30 min,95%的乙醉3 min-5 min，其他酒精放

置15 min。将标本移到载玻片上，加一至二滴加拿大树胶酚(将加拿大树胶放在烧瓶里置于水浴锅中

加热，直到其粘稠度达胶丝状，加人与树胶等量的酚，边加热边搅拌即可)，用解剖针使成虫侧面向上，盖

上盖玻片封固。放人400C-60℃的烤箱中烘干，贴上注明有编号、采集地点、采集日期、蚊种、雌雄、采

集人 、鉴定人的标签 。

B. 2 幼 虫标本

    将幼虫用60℃的热水烫死。放人Bless液(参照B.1.2)中固定 12 h。依次经过75%,85%的乙醇

脱水各15 min,95%的乙醇脱水5 min。将幼虫移到载玻片上，将腹节砚、珊之间切开，使虫体背面向

上，尾节侧面向上。盖上盖玻片，用加拿大树胶封固。贴上注明有编号、采集地点、采集日期、蚊种、采集

人 、鉴定人的标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