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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河北省不同城市住区蝇类种群构成及密度

变化等基本资料，科学制定防制对策，多年来，我们通

过建立蝇类密度监测网络，积累了多年的监测资料，现

将 2001－2007年河北省住区蝇类密度监测结果报告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点概况 2007年以前河北省各地均按《河北

省病媒生物种群密度与消长调查监测方案》设置东、

西、南、北、中5个监测点，2007年开始各地按卫生部下

发的《重要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蝇密度监测方法，设置

了不同类型的监测点。在不同城市共设监测点 293

个，其中农贸市场 33处，绿化带（包括公园、广场）52
处，餐饮店外环境（包括肉联厂及调料厂）77处，居民

区（包括学校及宾馆）55处，垃圾厂及公共厕所2处，其

他环境74处。

（1）石家庄地区2005－2006年各设4个监测点，即

农贸市场1处，居民小区1处，公园（或绿化带）1处，肉

联厂1处。

（2）唐山地区 2002年设 5个监测点，即餐饮店、居

民区、农贸市场、垃圾场、公共厕所各1处，2006年在火

车站、广场和居民小区各设1个调查点，每点随机选择

农贸市场2处，餐饮店外环境3处，绿化带1处，居民区

2处，共24个监测点。

（3）秦皇岛地区2006－2007年各设4个调查点，每

点随机选择绿化带、居民区、宾馆、工厂等不同生境，共

设19个监测点。

1.2 监测方法 各地均采用笼诱法，每月监测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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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河北省蝇类监测工作进行了多年，各地为保持监

测资料与以往工作的可比性，大都以最初使用的诱饵

进行监测。因此，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使用的诱饵有所

不同。

（1）臭豆腐作诱饵：在廊坊、秦皇岛、石家庄、保定、

张家口市调查。

（2）红糖醋作诱饵：在承德、张家口、邢台、石家庄、

唐山市调查。

（3）腐鱼作诱饵：在石家庄、邯郸、唐山、沧州、衡

水、邢台、张家口市调查。

（4）红糖醋加臭豆腐、腐鱼的混合诱饵：在廊坊市

调查。

（5）臭豆腐加腐鱼的混合诱饵：在承德、秦皇岛市

调查。

1.3 统计学方法 用Excel软件分析试验数据，通过 t
检验，比较2种不同诱饵诱捕蝇类密度的差异；通过方

差分析，比较3种不同诱饵诱捕蝇类密度的差异；通过

相关性分析，比较肠道传染病发病数与蝇类平均密度

消长情况及2种诱饵捕获蝇类种群构成的相关性。

2 结果

2.1 蝇种构成 在各城市共捕获蝇类 137 301只，隶

属4科14属19种。其中家蝇（Musca domestica）数量最

多，占27.76% ，其次是丝光绿蝇（Lucilia sericata）、厩腐

蝇（Muscina stabulans）、大 头 金 蝇（Chrysomya
megacephala）和棕尾别麻蝇（Boettcherisca peregrine），

分别占15.49％、10.99％、10.13％和8.77％。但不同地

区蝇种构成略有不同，张家口、廊坊、唐山、衡水、沧州

市均以蝇科为主；承德、邢台市以丽蝇科为主；保定市

以麻蝇科为主；邯郸及秦皇岛市的蝇科和丽蝇科所占

比例相当；各地均以花蝇科所占比例最少（表1）。
2.2 季节消长 成蝇季节分布呈单峰型，一般4月出

现，随着温度上升 8月达高峰期，密度为 74.36只/笼，

之后随着温度下降密度逐渐降低，11月明显下降为

2.73只/笼。

将 2007年全省肠道传染病发病情况与主要蝇种

密度消长趋势进行对比，根据疫情监测数据，肠道传染

病发病例数与常见蝇种大头金蝇、家蝇、棕尾别麻蝇密

度消长趋势基本一致，均在7－8月出现高峰期（图1）。

统计分析表明，肠道传染病发病例数与蝇类平均

密度消长情况的相关系数（4－11月）为0.79，呈正相关

关系。

2.3 不同监测场所主要蝇种分布 2007年蝇类不同

孳生场所监测结果显示，以农贸市场捕获数量最多，餐

饮店外环境次之，居民区最少。大头金蝇在各种孳生

场所捕获数量均较高，不同场所蝇种分布略有差异，农

贸市场以大头金蝇、丝光绿蝇和家蝇为常见种；餐饮店

外环境以大头金蝇、丝光绿蝇、家蝇和棕尾别麻蝇为常

见种；绿化带以棕尾别麻蝇、丝光绿蝇和大头金蝇为常

见种；居民区以大头金蝇、家蝇和丝光绿蝇为常见种

（表2）。
表1 2001－2007年河北省不同地区蝇种构成（％）

地区
（市）

张家口

邢台

唐山

廊坊

邯郸

承德

秦皇岛

衡水

保定

沧州

石家庄

平均值

蝇科

家

蝇

4.95
12.98
72.59
42.99
26.86
5.07

32.88
34.15
1.17

51.49
20.21
27.76

市

蝇

0.62
0.00
0.00

10.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6
1.06
1.09

厩

腐

蝇

41.49
6.20
0.17

11.50
11.58
0.83
4.17

25.96
11.87
0.70
6.38

10.99

夏

厕

蝇

2.48
0.00
0.00
2.36
3.01
0.84
1.07
0.00
0.86
0.31
4.26
1.38

元

厕

蝇

0.00
0.00
0.00
1.26
3.96
0.00
0.00
0.00
0.00
0.18
5.32
0.97

合

计

49.54
19.18
72.76
68.35
45.41
6.74

38.12
60.11
13.90
52.74
37.23
42.19

丽蝇科

大

头

金

蝇

0.93
27.85
5.59
1.26

22.26
26.95
0.39
5.80

14.70
4.69
1.06

10.13

伏

蝇

1.86
0.05
0.00
1.26
0.06
0.00
0.00
3.85
0.00
0.08
0.00
0.65

新
陆
原
伏
蝇

0.00
0.00
0.00
1.10
1.1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3

巨
尾
阿
丽
蝇

0.00
0.00
0.20
5.98
2.27
0.00
1.19
0.00
0.00
0.54
0.00
0.93

红

头

丽

蝇

0.00
0.29
0.00
0.63
1.4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4

丝

光

绿

蝇

0.00
39.15
7.97
4.57

20.16
26.24
36.95
6.41
6.95

18.85
3.19

15.49

亮

绿

蝇

0.31
1.10
0.00
9.92
0.00
2.36
0.00
0.00
0.00
2.53
0.00
1.47

铜

绿

蝇

1.55
0.00
0.04
3.15
0.88
0.00
0.29
0.00
1.57
1.39
3.19
1.10

宽

丽

蝇

0.00
0.24
0.00
0.00
0.00
0.00
0.00
0.89
0.00
0.00
0.00
0.10

合

计

4.65
68.68
13.80
27.87
48.27
55.55
38.82
16.95
23.22
28.08
7.44

30.30

花蝇科

横

带

花

蝇

0.00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灰

地

种

蝇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麻蝇科

棕
尾
别
麻
蝇

10.84
3.10

13.44
3.78
1.79
0.00

17.75
0.00

44.33
0.38
1.06
8.77

酱

亚

麻

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
0.00
0.00
0.00
1.83

黑
尾
黑
麻
蝇

0.00
0.00
0.00
0.00
0.00

36.38
0.00
0.00
0.00
0.13
0.00
3.32

合

计

10.84
3.10

13.44
3.78
1.79

36.38
17.75
20.13
44.33
0.51
1.06

13.92

其
他

34.97
8.98
0.00
0.00
4.53
1.33
5.31
2.81

18.55
18.67
54.27
13.58

图1 2007年河北省不同蝇种与肠道传染病发病的关系

··308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9年8月第20卷第4期 Chin J Vector Bio & Control, August 2009, Vol.20, No.4

2.4 不同诱饵监测结果

2.4.1 蝇类构成 以腐鱼作诱饵捕获的蝇类以蝇科为

主，占54.22％，其次为丽蝇科，占31.47％；以臭豆腐作

诱饵捕获的蝇类以麻蝇科为主，占 40.50％，其次是丽

蝇科和蝇科，分别占29.99％和24.73％；以红糖醋作诱

饵捕获的蝇类以蝇科和丽蝇科为主，分别占39.17％和

36.08％；红糖醋＋臭豆腐、腐鱼混合诱饵与臭豆腐＋

腐鱼混合诱饵捕获的蝇类均以蝇科为主，分别占

68.35％和 38.12%，其次是丽蝇科，分别占 27.87%和

37.83%。各种诱饵捕获蝇类均以花蝇科最少（表3）。

2.4.2 季节消长 腐鱼、臭豆腐和红糖醋 3种诱饵捕

获的蝇类密度季节消长规律基本相似，高峰期均出现

在 8月，密度分别为 94.15、11.42和 40.49只/笼（图 2）。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3种诱饵诱捕蝇类密度均数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34，P＜0.05）（表4）。

2.4.3 同一地区使用不同诱饵的监测结果

2.4.3.1 石家庄市使用不同诱饵的监测结果 石家庄

市 2006年和 2005年分别以臭豆腐和腐鱼作诱饵。以

臭豆腐作诱饵，蝇类密度高峰期出现在 8月，为 49.18
只/笼；以腐鱼作诱饵，高峰期出现在7月，密度为24.60
只/笼。2种诱饵诱捕住区的蝇类密度，经 t检验，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2.6908，P＞0.05）。
2.4.3.2 秦皇岛市使用不同诱饵的监测结果 秦皇岛

市 2005年和 2007年分别以臭豆腐和臭豆腐＋腐鱼的

混合物作诱饵。以臭豆腐作诱饵，蝇类密度高峰期出

现在 8月，为 5.75只/笼；以臭豆腐＋腐鱼的混合物作

诱饵，蝇类高峰期出现在7月，密度为17.40只/笼，2种
诱饵诱捕住区蝇类密度，经 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573，P＜0.01）。
2.4.3.3 唐山市使用不同诱饵的监测结果 唐山市以

腐鱼和红糖醋作诱饵捕获的蝇类，均以家蝇为优势种，

分别占 98.66%和 46.51%（表 5）。经统计学分析，2种

诱饵捕获蝇类种群构成的相关系数为 0.82（P＜
0.01）。2种诱饵诱捕蝇类，密度高峰期均出现在8月，

分别为51.56和12.87只/笼。2种诱饵诱捕住区蝇类密

度，经 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326，P＜0.01）。

3 讨论

（1）调查资料显示，仅邯郸、石家庄、秦皇岛3个市

就有蝇类 21科 73属 179种。2001－2007年的常规监

测结果显示，不同城市住区共监测到蝇类4科14属19

表2 2007年河北省不同场所主要蝇种数量（只）分布

环境类型

农贸市场

餐饮店外环境

绿化带

居民区

捕蝇
总数

12 160
10 322
7 211
6 367

家蝇

1515
1727
672

1033

市蝇

19
11
17
20

丝光
绿蝇

4104
2055
1427
918

亮绿蝇

38
36
10
19

铜绿蝇

206
186
89
55

大头
金蝇

4300
2413
1404
2240

新陆
原伏蝇

107
174
125
106

巨尾
阿丽蝇

229
329
225
220

红头
丽蝇

190
255
120
87

厩腐蝇

139
515
635
280

夏厕蝇

437
561
283
252

元厕蝇

393
545
464
305

棕尾
别麻蝇

443
1429
1617
795

其他

40
86

123
37

表3 不同饵料诱捕的蝇类构成（％）

诱饵

腐鱼

臭豆腐

红糖醋

混合诱饵Ⅰ＊

混合诱饵Ⅱ＃

注：＊红糖醋＋臭豆腐、腐鱼混合诱饵；＃臭豆腐＋腐鱼混合诱饵。

表中数据来自：石家庄市（2001－2006年）、沧州市（2001－2005年）、廊

坊市（2002－2005年、2007年）、邯郸市（2002年、2006－2007年）、秦皇

岛市（2003年、2005年、2007年）、唐山市（2002年、2006－2007年）、承

德市（2006－2007年）。

花蝇科

2.46
4.09
0.00
0.00
0.00

蝇科

54.22
24.73
39.17
68.35
38.12

丽蝇科

31.47
29.99
36.08
27.87
37.83

麻蝇科

11.72
40.50
16.86
3.78

17.75

其他

0.13
0.69
7.89
0.00
6.30

图2 3种诱饵监测河北省蝇类密度消长曲线

表4 3种诱饵诱捕蝇类密度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诱饵间

误差

总变异

自由度

2
18
20

平方和

3004.05
6236.22
9240.27

平均方差

1502.03
346.46

F值

4.34
F0.05值

3.55

表5 唐山市2种诱饵诱捕蝇类种群构成（%）

诱饵

腐鱼

红糖醋

平均值

家蝇

98.66
46.51
72.59

丝光
绿蝇

0.29
15.64
7.97

铜绿蝇

0.09
0.00
0.05

巨尾
阿丽蝇

0.00
0.42
0.21

大头
金蝇

0.39
10.78
5.59

厩腐蝇

0.34
0.00
0.17

棕尾
别麻蝇

0.24
26.64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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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明与人类关系较为密切的城市常见蝇种数量虽

然不多，但却是城市蝇类防制的主要蝇种。通过多年

监测结果显示，河北省城市蝇类防制的主要蝇种应该

是大头金蝇、丝光绿蝇、家蝇、棕尾别麻蝇和厩腐蝇。

（2）河北省住区蝇类在 4 月平均密度已经达到

9.85只/笼，11月的平均密度也达到2.73只/笼，这说明

随着气候的变暖，蝇类活动的季节变化也有延长的趋

势。河北省住区蝇类监测时间一般是每年的 5－10
月，根据住区蝇类活动的季节变化，可适当延长监测时

间，即从每年的3月开始至11月结束，以便更准确地掌

握蝇类密度的变化规律。

（3）监测结果表明，河北省城市住区蝇类密度每年

7－8月较高，常见蝇种家蝇是肠道传染病的重要媒介

之一［1］，大头金蝇是携带病原的重要蝇种［2，3］，均在7－
8月出现密度高峰。通过查阅河北省肠道传染病疫情

资料，其发病季节与蝇平均密度及主要蝇种密度消长

趋势基本一致，肠道传染病发病例数与蝇类平均密度

的相关系数（4－11月）为0.79，呈正相关关系，提示控

制住区蝇类密度对预防和控制肠道传染病有重要作

用，尤其每年 6－8月应加强住区蝇类控制。监测发

现，农贸市场、餐饮店外环境是住区蝇类活动和孳生的

主要场所，及时清除这些场所的孳生物，加强环境治

理，是降低蝇类种群密度的重要措施。

（4）不同诱饵监测结果表明，腐鱼作诱饵捕获的蝇

类以蝇科数量较多，红糖醋作诱饵捕获的蝇科及丽蝇

科种类数量及构成比相当，与冷培恩等［4］的监测结果

略有不同，主要是选择监测点类型的不同所致，冷培

恩等所设定的监测点与我们设定的监测点都包含绿化

带、集贸市场和特殊行业，但其设定的监测类型还包

含垃圾场，而我们的监测点除上述 3种类型外仅有居

民区。

（5）不同诱饵监测蝇类密度具有较为一致的季节

消长规律，这与曹毓存和王伟杰［5］的结果一致。石家

庄市用腐鱼作诱饵监测蝇类密度比用臭豆腐作诱饵高

峰期提前，但 2种诱饵监测的蝇类密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秦皇岛市使用臭豆腐＋腐鱼混合诱饵，监测蝇

类密度高峰期比使用臭豆腐高峰期提前，且 2种诱饵

监测蝇类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监测资料显示，不

同蝇种活动高峰期有一定的差别，不同诱饵对不同蝇

种的引诱程度也不相同，丝光绿蝇的活动高峰期多出

现在 6月，家蝇、大头金蝇、棕尾别麻蝇的活动高峰期

均在 8月，腐鱼诱饵对丝光绿蝇、家蝇有较强的引诱

性，臭豆腐、红糖醋诱饵对家蝇、大头金蝇、棕尾别麻蝇

有较好的引诱性，石家庄市用腐鱼作诱饵诱捕蝇类以

家蝇所占比例较高，2种诱饵监测的蝇类密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而秦皇岛市用臭豆腐＋腐鱼作诱饵诱捕

的蝇类以丝光绿蝇所占比例较高，2种诱饵监测的蝇

类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卫生部下发的蝇类监测方案要求诱饵为红糖

醋饵，但通过唐山市使用不同诱饵的监测结果及近几

年河北省不同诱饵监测蝇类密度的平均值可知，以红

糖醋作诱饵监测的蝇类密度显著低于以腐鱼作诱饵的

密度，统计分析表明，2种诱饵诱捕住区蝇类密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腐鱼诱饵监测蝇类密度的变化更敏

感。对以红糖醋和腐鱼2种诱饵监测蝇种构成的统计

分析，相关系数为 0.82，呈正相关关系，说明 2种诱饵

监测蝇类种群构成相似。因此认为，腐鱼是住区蝇类

常规监测中较为适宜的诱饵，能更好地反映蝇类数量

的变化。
（参加监测工作的有于戈、王福才、侯雨丰、王志强、曹德顺、张冰、

褚兴杰、庞振卿、杜明涛、董凤肖、张利焱等，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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