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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蚊虫的研究需要广泛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饲养，完整且种类丰富的蚊虫标本是开展其生物学、生态学、形态分

类学、分子生物学以及抗药性研究的基础。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一套经过多年实践和改进而总结出的较理想的蚊虫

采集和饲养工具；并总结了蚊虫幼虫、蛹和成虫的采集环境及方法，蚊虫幼虫及蛹的单管饲养和实验室饲养技术，成

蚊的单雌饲养技术，幼虫皮、蛹皮和成蚊的保存方法，幼虫、蛹和成蚊的运输方法。本文介绍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对于

在蚊虫野外调查中获得完整的标本和生物生态学信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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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蚊虫属节肢动物门（L-;3-&M&N/）、昆虫纲（ B.E
:9>;/）、双翅目（@6M;9-/）、蚊科（2,06>6N/9），是最重要

的医学昆虫。它是多种传染病如疟疾、乙型脑炎、丝

虫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病等的传播媒介。目前从蚊

类分离到的病毒多达 "*D 种，占登记虫媒病毒总数

的 D#O。有关蚊虫的研究涉及昆虫学、寄生虫学、

流行病学、卫生防疫等学科领域，因此它是昆虫纲中

研究最广泛和最深入的昆虫类群之一［$E"］。

国内有关蚊类的研究在 $)G) 年以前非常稀少。

据陆宝麟等人［I］报道，$P"P 年 Q69N97/.. 记述了中

国广州市的中华按蚊（!"#$%&’&( ()"&"()( Q69N97/..，

$P"P）和迷走库蚊（*+’&, -./."( Q69N97/..，$P"P）。

"# 世纪 I# 年代中国的蚊虫研究才开始起步，因疟

疾流行而建立了一些机构，做了一些相关调查和防

治。此后，国内蚊虫学者对蚊科分类区系的研究逐

渐增多，老一辈工作者为开创中国的蚊类研究做出

了很多贡献。其中 R9.4［G］对中国除台湾省外早期

文献做出的评述是对上述时期中国大陆蚊类区系的

总结。$)I#—$)D# 年的 "# 年间，冯兰洲教授又在

区系调查和与疾病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D］。新中

国成立后，在疟疾和淋巴丝虫病等蚊媒病防治和卫

生运动的推动下，有关蚊类研究的学科领域如生物

系统学、生态学、媒介蚊虫与疾病关系、蚊虫的综合

防治等都蓬勃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进展［*］。目

前，随着在国内各个省、市、县级的疾控中心以及一

些医学疾病防治中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其中涉及

蚊虫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有关蚊

虫媒介研究中的区系调查、形态学及分子分类、抗药

性等研究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蚊虫标本及活体材料，

因此蚊虫的野外采集及实验室饲养工作逐步成为蚊

虫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

最近 $# 余年来关于蚊虫的采集及实验室饲养

技术在国外如 QSA、%BS 等著名机构都有较多且完

整文献介绍，而国内蚊虫研究的文献对此却相对缺

乏。国内早期学者如陆宝麟、董学书等人［HE$#］在他

们的专著中仅仅介绍了各种蚊种易于孳生的场所，

为蚊虫的采集提供了采集地信息，从而便于有关蚊

虫野外采集工作的进行，但是其中并没有介绍详细

的采集方法。孙传红等人［$$］对中华按蚊、淡色库蚊

（*+’&, $)$)&"( $.’’&"( 2&5,6009;;，$P)P）、白纹伊蚊（!0
&1&( .’2#$)34+( =T,:9，$P)G）等 I 种传播疾病的蚊虫

进行了实验室饲养，并做了详细的饲养方法的介绍，

然而该方法仅在实验室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能进

行。此外，康杨、许国君等人［$"］在实验室对嗜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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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 )"*%+#$#$%),-( !" #$% &’$(，)*+,）和

中华按蚊进行了实验室同步驯化；王丕玉等人［)-］对

云南不同地理株微小按蚊（!"#$%&’&( ./"/.-( ./’01
2#3%，)*4)）实验室饲养进行了观察；李凤文等人［)5］

总结了中华按蚊的实验室饲养及其技术；朱淮民［),］

对蚊虫的采集和标本保存进行了系统介绍。但是上

述研究对于在不同生境下野外采集蚊虫所需工具、

保存方法、单管饲养蚊虫收集标本以及饱血雌蚊实

验室的单雌饲养等均无详细的技术介绍。目前，重

庆师范大学昆虫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陈斌教授实验

室经过多年的采集实践，并得到伦敦自然博物馆的

6#37/ 8#92#:/ 和 ;09# <"=’9>’33 博士指导，已形成

一套较完善的蚊虫采集和实验室饲养技术体系。本

文就此技术进行阐述，供广大蚊虫研究者参考。

) 蚊虫的采集和饲养的工具

)? ) 采集工具

蚊虫的野外采集是蚊虫研究的基础，但要采集

到其不同生长阶段、生境、种类的标本，则需要不同

的工具。本实验室根据自己的采集经验对采集蚊虫

所需的工具进行整理，如表 ) 所示。

表 )@ 蚊虫采集工具

.#2? )@ A0BC"DE0 :033’:ED$( E003B

用途 工具名称 用途 工具名称

幼虫和蛹采集

平底舀

伸缩杆

胶头吸管

幼虫采集袋

整理箱

纸杯

铅笔

采集记录表

成蚊采集

电动吸蚊器

诱虫灯

一体式吸蚊管

便携式蚊笼

乙醚毒瓶

手电筒

捕虫网

<FG 诱蚊器

紫外灯诱蚊器

)? G 饲养工具

蚊虫整个生活史的标本对形态分类至关重要，

野外采集到的幼虫和蛹需要饲养至成虫从而获得各

龄期的标本，饱血雌蚊单雌饲养可以获得一系列的

标本。本实验室的蚊虫饲养所需的工具准备如表 G
所示。

表 G@ 蚊虫饲养工具

.#2? G@ A0BC"DE0 9’#9D$( E003B

用途 工具名称 用途 工具名称

幼虫和

蛹的饲养

瓷盆

塑料碗

胶头吸管

单个饲养管

幼鱼饲料

（粉末状）

记号笔

标签纸

铅笔

蜡笔

成蚊的

单雌饲养

纸杯（G,4 H;）

平底盆

瓷碗

塑料吸蚊管

滤纸

细纱漏网

纱网

脱脂棉

葡萄糖（粉末）

G 蚊虫的野外采集

G? ) 幼虫和蛹的采集

幼虫和蛹的采集除获得幼体和蛹体外，还有利

于获得该蚊种的幼虫皮和蛹壳，为蚊虫形态分类学

研究和鉴定提供标本，同时通过饲养可以解决稀有

蚊种的成虫在野外不易采集到的困难。

G? )? ) 采集环境@ 幼虫和蛹可以在野外，包括村庄

附近的所有水域和积水中进行采集，长期积水的水

池、水塘、水坑、道路上或者道路旁的积水是幼虫和

蛹的重要孳生地；野外的树洞、竹筒、石缝等有积水

的地方也可采集到蚊虫的幼虫和蛹。

G? )? G 采集方法@ 大面积水域或积水较多的环境，

可以用平底舀固定在伸缩杆上舀取该水域的水，然

后用胶头吸管吸取采集到的幼虫或蛹并移入至幼虫

采集袋中，同时做好采集记录。采集袋袋口要封紧，

并在采集袋上注明采集编号。

有的蚊虫将卵产在树洞或者竹筒石缝等有少量

积水的地方，可以直接用胶头吸管吸取积水来采集

幼虫和蛹，并用采集袋收集带回实验室饲养获取其

不同生长阶段的标本。此法适合采集树洞或竹筒等

积水较少地方的幼虫和蛹。

幼虫和蛹在运输的过程中，须将采集袋口封好

放入加有适量冷水的整理箱中，整理箱中的水以淹

没采集袋为宜，以免在长期运输过程中发生剧烈碰

撞使幼虫和蛹死亡。

G? G 成虫的采集

G? G? ) 采集环境@ 成蚊一般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而

无风的地方。在人房内栖息的蚊虫经常出现在天花

板、墙角、家具背面、床板下及悬挂的衣物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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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下室、牛栏、马厩、猪圈、地窖、土洞、石洞、桥洞、

树洞和防空洞等均为蚊虫喜欢栖息的地方［!"］。在

户外栖息的蚊虫，有的白天喜欢停留在遮荫较暗的

地方，如植物叶子的下面、草丛或者灌木中，特别是

在靠近幼虫孳生地的附近。

#$ #$ # 采集方法% 在人房、猪圈、牛棚或者石洞内可

以采用电动吸蚊器和吸蚊管采集，吸蚊器或吸蚊管

采集成蚊时每次吸取成虫的数量控制在 #& 只以下，

并及时放入蚊笼中再单只采集，以免蚊虫过多发生

碰撞造成成蚊死亡及标本的损坏。

扫网法是利用捕虫网在野外或者蚊虫大量存在

而无停歇的状态下，挥动捕虫网进行扫网采集，扫网

后迅速收网并将每次采集到的成蚊用吸蚊管吸出，

放入蚊笼内。每次扫网应小心迅速，以免损伤成蚊

标本。

在人房附近或者野外，采集成虫可以利用灯诱

或者 ’(# 诱蚊器来采集成蚊。于 #!：&& ) &&：&& 在

人房或者大量滋生蚊虫的水域、树林附近距地面高

# * 的高度悬挂 !&& + 白炽灯，并在白炽灯下悬挂 #
* ,# * 的白布来诱使蚊虫停歇，然后进行采集。同

时也可以将紫外诱蚊灯或 ’(# 诱蚊器于 ##：&& ) -：

&& 放置在需要采集成蚊的野外，凌晨可以收集诱捕

的成虫；但此法会造成采集的蚊虫在收集网中碰撞

死亡较多或损坏严重，适合于地方性蚊虫密度的调

查，作为形态学分类鉴定的标本采集应尽量避免采

用此法。

人诱法［!"］则可以在白天采集树林中的少数蚊

虫，在灌木丛或者树林中，裸露四肢诱使蚊虫叮咬，

待成蚊停歇或叮咬后，用捕蚊器或者吸蚊管采集成

虫，获得蚊虫标本。

. 蚊虫的实验室饲养

野外采集蚊虫的幼虫、蛹、饱血雌蚊带回实验室

进行人工饲养，不仅可以得到蚊虫的幼虫皮和蛹皮

的标本，同时进行实验室的蚊虫单雌饲养驯化，扩大

实验室蚊虫种群的规模，为更进一步的蚊虫研究提

供材料。

.$ ! 蚊虫幼虫及蛹的单管饲养

幼虫和蛹的单管饲养是获得的蚊虫幼虫皮、蛹

皮及成虫整套形态学分类鉴定标本的简易途径，本

实验室在野外采集的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幼虫和

蛹，并通过蚊虫的单管饲养获得了大量蚊虫的完整

标本，为蚊虫的形态学分类鉴定研究奠定了基础。

.$ !$ ! 幼虫的单管饲养% 将野外采集的幼虫和蛹从

采集袋中转移到盛有蒸馏水或纯净水的碗中（ 最好

采用从采集地带来的水饲养），幼虫可以选取!龄

幼虫到单个饲养管中，在幼虫未化蛹之前，单个饲养

管的盖子可以不用；如果!龄幼虫较少，也可以选取

"龄幼虫进行饲养，但要在饲养过程中喂食少量的

幼鱼饲料，并且为了避免幼虫因饲料过多死亡，应先

取少量的饲料加水稀释后再用吸管加少量的稀释饲

料到单个饲养管中，单个饲养管中加水不宜超过管

高的 ! / #，并在管壁上注明采集编号。待到幼虫化

蛹，再把单个饲养管的盖子加上，以免羽化后成蚊飞

走。

.$ !$ # 蛹的单管饲养% 将蛹分别用吸管单个放入饲

养管中，盖上盖子，待其羽化 #0 1 后收集蛹皮和成

蚊并保存。

.$ # 饱血蚊虫的单雌饲养

蚊虫的单雌饲养不仅可以进行该蚊种在实验室

的传代，获得该种的大量标本，同时也可以为分类

学、流行病学、杀虫剂敏感性测定等提供重要研究材

料［!"］。

.$ #$ ! 野外采集饱血成蚊的保存及运输 % 在野外

（人房、猪圈、牛棚等）采集到的饱血雌蚊，如果采集

点距蚊虫饲养室较近，则可以将饱血雌蚊放入蚊笼

内带回实验室直接进行单个饲养。否则，需将采集

的饱血雌蚊单个分装到 !&& *2 规格的纸杯中，纸杯

底部垫上浸水的滤纸，并用清水浸湿的厚纱布封住

纸杯口，并在纱布上滴加少量的 !&3 的葡萄糖溶液

饲食雌蚊。在运输过程中，每天早晚应在纱布上加

水及葡萄糖溶液两次，应尽量避免纸杯剧烈震荡、倒

置，并保持滤纸和纱布的湿润。

.$ #$ # 饲养方法% 养蚊室的条件设置为：!）封闭式

恒温室（恒温 #0 ) #- 4），需压机和热机辅助控温；

#）闭合式的空气循环系统及空气净化设备，保持室

内空气无菌状态；.）感应式湿度调节器（ 室内湿度

保持 5"3 ) 6&3），可以随时感应室内湿度变化对

室内的加湿器进行调控。

饲养步骤为：!）野外采集饱血按蚊并进行单个

纸杯（!&& *2 规格）分装。#）在纸杯底围放 ! 7*
高的滤纸条并加蒸馏水，水高为 &$ " ) &$ 6 7*，在每

个纸杯的纱网上放置 !&3 的葡萄糖溶液棉球，棉球

每天早晚滴加葡萄糖溶液保持湿润。.）单个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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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饱血雌蚊一般在吸血后 ! " 即产卵，产卵后将产

在滤纸上的卵用蒸馏水冲洗到瓷碗中，并加入少量

的清水（ 卵未孵化前加水少许即可）。将母本保存

作为标本，卵孵化后，开始在水面撒施幼鱼饲料，每

天早晚各一次。根据每碗幼虫的虫龄及数量多少控

制撒食的量，如!、"、#龄幼虫撒食应少量多次，而

$龄幼虫则撒食量要适当加大，并减少次数；同时根

据幼虫的多少及虫龄改变其饲养容器，如瓷碗可以

换成平底盆。幼虫在饲养过程中应注意其中水质的

变化。本实验室经过饲养总结，蚊虫的幼虫饲养用

水来自该幼虫生长环境的水源最为适宜；如无法满

足，用纯净水或蒸馏水饲养成活率也比较高，一般每

天根据水质变化用塑料管将幼虫饲养容器中的水吸

出 # $ % & % $ !，主要吸出盆底的食物残渣及蜕皮皮

渣，并加入新鲜的水，然后再撒食饲料。’）(# 代幼

虫全部羽化后在同一纸杯中喂食葡萄糖棉球，一般

规格为 )** +, 的纸杯可以饲养成蚊 %** & )** 只，

规格为 %- ) , 的大纸杯可以饲养 .** & # *** 只，每

个饲养杯中也尽量保证雌雄数量的平衡以利于自由

交配，待其自由交配 ! 天后开始喂血。)）喂血时将

小白鼠翻身固定在固定板上作为血源。喂血前需将

小白鼠肚皮上毛剃光。每天将雌蚊单独挑出，首先

饥饿 #* & #% /，然后放入笼中喂血 % / 左右，待雌蚊

吸血后将雌蚊继续用 #*0的葡萄糖棉球饲养 % " 后

放入纸杯产卵；未吸血的雌蚊可以换一只小白鼠继

续喂血。如果不需要进一步喂血，可在蚊笼内放置

一个加少量水的小碗，并将滤纸折成漏斗状浸湿覆

盖小碗，将成蚊放入蚊笼内，成蚊即会将卵产于滤纸

上，此法便于卵的收集。以此不断进行蚊虫的单雌

传代。

’ 蚊虫标本的保存

’- # 幼虫皮和蛹皮的保存

幼虫化蛹之后会留下种皮，蛹羽化后会留下蛹

皮，幼虫皮和蛹皮都是蚊虫形态分类研究和鉴定的

重要依据。单管饲养的幼虫或蛹，在化蛹和羽化后，

用小木棍轻轻挑取幼虫皮和蛹皮放入规格为 %** %,
小管中，并加入 .*0 乙醇，封口保存。其间最好用

封口胶封口以避免在运输过程中酒精泄露。待其成

蚊羽化 %’ / 后，用毒管杀死，干燥后同其幼虫皮和

蛹皮放入同一个自封袋中，并注明采集编号。

’- % 成蚊标本的保存

采集到的成虫首先放入蚊笼中，并做好记录，不

需要进行单雌饲养的蚊虫则需要尽快杀死［#)］，以免

大量成蚊在蚊笼中飞舞发生碰撞而损坏标本。将乙

醚毒管放入蚊笼并将蚊笼封闭 #* +12 后即可将成

蚊麻醉致死，然后将每一只蚊虫用 344+ 小管分装，

并做好采集记录。若需要长期保存标本，则需将小

管盖子扎一小孔，并在装小管的自封袋中加入硅胶

密封干燥保存。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将蚊笼放入

5 %* 6的冰箱中 ! & ) +12 即可将成蚊冻死，再进行

标本的保存。此法保存的标本不仅可以长久保存，

关键是保证了标本的完整性。

) 讨论

陈斌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蚊

虫采集和饲养工作，特别是在 %*#*—%*## 年间，伦

敦自然博物馆的 789:/ ;8<=8>/ 和 ,?<8 @AB4<C499 博

士指导该团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蚊虫野外采集和实

验室饲养工作。研究团队在此过程中在参考他人方

法的同时，结合本实验室自己的方法，开展了不同生

境的蚊虫采集，获得了大量的蚊虫标本，并通过单管

饲养获得了蚊虫的幼虫皮、蛹皮的标本。同时本实

验室建立了自己的养蚊室，饲养从野外采集的饱血

蚊虫并成功传代。

本文详细介绍了蚊虫从幼虫、蛹到成虫的野外

采集所需要的便于携带的工具及采集方法、实验室

饲养所需要的环境以及工具；同时以往文献中很少

提到的关于幼虫皮、蛹皮等成套标本获得的方法在

本文中也做了详尽的介绍。在野外采集常常会遇到

长途运输损坏标本的问题，采取本实验室的方法可

以避免或者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有关幼虫、蛹

以及成虫的运输和保存问题，本实验室经过探索后

发现，用采集袋运输幼虫、蛹死亡率低，在蚊笼外包

裹浸湿的纱布运输成蚊死亡率则会大大降低。从野

外采集的成蚊在实验室饲养可以传代，但是饲养过

程中交配及吸血都是影响其大量传代的重要因素，

因此实验室饲养技术还要在这两个方面上来进行改

进。

总之，本文所介绍的方法不仅总结了以往蚊虫

野外采集方法，同时也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知识，在蚊

虫野外调查中获得完整的标本和生物生态学信息方

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为蚊虫采集及饲养技术广

泛开展提供了有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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