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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按蚊是我国广大平原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 也是马

来丝虫病的重要媒介。建立中华按蚊实验室品系, 可为疟疾、

丝虫病的实验研究以及对该蚊的生态习性的观察和灭蚊试

验等提供实验室媒介。本文将广西省浦北和宁明两县捕获的

中华按蚊进行了实验室养殖研究, 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中华按蚊捕自浦北县 (桂南) 和宁明县 (桂西南) 牛房,

吸饱血并经形态鉴定。单只雌蚊经饲养产卵, 卵为宽型者进

行孵化饲养。

幼虫饲养条件及方法　实验室面积为 10 m 2, 室温为 25

～ 26 ℃, 相对湿度为 70%～ 80% , 光照为 40 W 日光灯 3

支, 每天光照 10 h, 室内仅可透入少量自然光线。

雌蚊产卵于潮湿滤纸上, 经 48 h 胚胎发育, 连同滤纸放

入水中。孵化的幼虫饲养在 30 cm ×20 cm ×5 cm 搪瓷盆内,

每盆盛脱氯自来水 (过夜) 或煮沸的冷开水 1 000～ 1 200 m l,

放É 龄幼虫 250～ 300 条, 饲以猪肝粉 (80 目过筛) 和纯酵

母粉。猪肝粉配成悬液 (用吸管) 置于盆底, É～ Ê 龄幼虫

每天在水面撒 1～ 2 次酵母粉, 随幼虫个体增长增撒至每天

3～ 5 次, 化蛹期减少撒粉次数。注意先去掉水面薄膜和盆底

残余饲料, 补加适量清水后再撒酵母粉, 其量以其能在水面

迅速散开为宜。在此条件下, 幼虫龄期整齐, 生长期为 8～

9 d。

成蚊饲养方法　幼虫化蛹后, 将蛹吸入碗内, 用清水过

滤清洗 1 次, 放入 30 cm ×20 cm ×20 cm 的塑料纱木筐笼

内, 每笼放 700～ 900 只。羽化的成蚊雌雄比例一般为 1∶1,

在笼内任其自由交配, 喂以 10% 的葡萄糖 (棉条) , 隔天更

换 1 次, 笼外覆盖湿毛巾保持湿度。

强迫吸血　为改变中华按蚊野外吸牛血或吸人血的习

性, 对第 1～ 2 代羽化 3～ 5 d 的成蚊采取: ① 断糖水 12 h,

强迫其吸豚鼠血或小鼠血, 并把吸血的成蚊选育下来; ② 白

天及晚上结合饲以鼠血, 逐渐驯化成蚊在白天吸血。结果第

3 代开始逐步适应吸鼠血。

自然交配与人工交配交替进行　在普通饲养室驯养的

中华按蚊, 第 1～ 3 代 (宁明县) 和 第 1～ 4 代 (浦北县) 成

蚊羽化后任其在笼内自由交配, d3喂鼠血。第 1 和第 2 代卵

孵化率达 60% 以上, 但第 3 和第 4 代卵孵化率降至

5017%、4510% (宁明) 及 6714%、4111% (浦北) ; 因成蚊

产卵时间不集中, 孵化不同步, 化蛹及羽化成蚊数量少而影

响了自然交配。我们参考王竞等[1 ]及 O gum a 等[2 ]技术并加

以改进, 分别在第 4、7、8、11 代 (宁明) 和第 5、6、8 代

(浦北) 雌蚊羽化后 d3喂鼠血, 并将当天吸饱血的雌蚊用乙醚

麻醉、人工交配, 1 只雄蚊配 2 只雌蚊, 如多交配则影响受

精率和卵的孵化率[3 ]。交配后的雌蚊每天喂糖水及鼠血, 48

h 或 72 h 后将铺有薄层湿棉花和滤纸的平皿放入笼内, 可获

得大量卵粒。至第 8 代 (浦北) 和第 11 代 (宁明) 后不再

人工交配。

自然交配时不用蓝光干扰。

结 果

在上述条件下, 幼虫发育良好, 成活率较高, 从卵到成

蚊周期为 13 d。采用自然交配与人工交配交替方法繁殖传

代, 至第 9 代 (浦北) 和第 12 代 (宁明) , 卵孵化率达 9715%

和 8019% , 幼虫发育正常, 成活率高, 蛹羽化率达 9918% 和

9813%。自第 9 代和第 12 代以后全部自然交配繁殖。至第

20 代和第 24 代其孵化率和羽化率分别为 8519%、9214%

(浦北) , 9517%、9810% (宁明)。作者将人工交配的雌蚊单

只饲养产卵, 产卵后又让其吸血→产卵循环往复直至死亡,

共观察 16 只, 产 1 次卵的有 16 只, 平均为 11314 粒, 孵化

率为 7214% ; 产 2 次的 12 只, 平均为 12513 粒, 孵化率为

8113% ; 产 3 次 11 只, 平均为 10816 粒, 孵化率为 6719% ;

第 4～ 6 次平均产卵 7513～ 11314 粒, 孵化率 7018%～

8213% ; 第 7～ 8 次产卵 55～ 61 粒, 孵化率由 1115% 终至

不孵化。结果表明大部分雌蚊一生可产卵 3～ 5 次, 卵数少的

45 粒, 多至 178 粒。

讨 论

将广西浦北和宁明两县野外中华按蚊经实验室饲养驯

化, 采用自然交配和人工交配交替进行的方法, 分别到第 9

代和第 12 代后任其自然交配繁殖获得成功, 建立了广西中

华按蚊实验室品系。我们认为使幼虫和成蚊个体发育良好至

关重要。饲养幼虫要点: ① 所用自来水必须存放过夜或煮沸

除氯, ② 密度适宜, ③ 喂食适宜。饲养成蚊的室温、相对湿

度及笼内成蚊密度都要适宜。

从野外捕获的中华按蚊在实验室驯养, 开始时多数成蚊

不吸血、不自然交配。O gum a 等[2 ]以喂人血及人工交配繁殖

传代, 至第 26 代获得自然交配。王竞等 [1 ]用自然交配法仅繁

殖至第 4 代。潘家复等[4 ]从第 10 代开始获得自然交配, 但

需用 100 W 光照加蓝光干扰。本文采用自然交配和人工交

配交替进行法, 其中, 人工交配 3～ 4 次亦不需特殊条件即成

功地驯化了中华按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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