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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蝇类名录

孙宝杰，郭利军，薛晓宁，侯伟，张俊杰，康增佐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青岛机场办事处（青岛 266108）

摘要： 

  【摘要】 目的 了解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口岸蝇类本底情况，为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及监测医学媒介生物提供

依据。方法 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对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口岸采用诱蝇笼捕集法，并不定期配合采用人工网捕法

进行蝇类及其孳生地的调查。结果  共捕获蝇类46 726只，经分类鉴定隶属7科47属98种，其中30种为山东省新

记录。结论 本次调查全面掌握了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口岸蝇类的种类组成。对今后该口岸蝇类控制和发现蝇类种类

新记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蝇类   本底调查   名录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Investigation catalogue of flies at Liut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f Qingdao

 SUN Bao-Jie, GUO Li-Jun, XUE Xiao-Ning, HOU Wei, ZHANG Jun-Jie, KANG Zeng-Zuo 

Shando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Qingdao, Shandong 266108,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flies at Qingdao airport,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medical?vector. Methods The flies were caught by 
cage trap at the Qingdao airport from June 2006 to May 2008. Results A total of 46 726 flies were 

collected, which belonged to 7 families, 47 genera and 98 species. Among them, 30 new records were 
found.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species composition,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control and the finding of new records at Qingdao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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