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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部分地区地里纤恙螨分布调查

詹银珠郭宪国 左小华王乔花吴滇

【摘要】 目的探讨云南省地里纤恙螨在宿主选择及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方法选择

云南省部分县(市)进行现场调查，用鼠笼加食饵诱捕小兽，收集其双侧耳廓和外耳道的恙螨幼

虫，用Hoyer’S液封片后在显微镜下逐一分类鉴定到种。统计不同恙螨种类、构成比及其在对应

寄生宿主的感染率(染螨率)和感染度(螨指数)，分析其在不同宿主体表和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

结果在调查的19个县(市)共捕获小兽10 222只，在其体表采集到92 990只恙螨，经分类鉴定隶

属于3亚科22属225种。其中采集到地里纤恙螨共1544只，仅占所有恙螨的1．659％；且宿主特异

性低．仅在调查点的6个县(市)的19种8518只小兽体表采集到。结论历史上认为地里纤恙螨

是云南省恙虫病流行区优势螨种和主要媒介可能只是某些局部地区的情况，不同地域生境的恙螨

构成和优势螨种可能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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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Leptotrombidium deliense among
different small mammal hosts in some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Methods A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some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small mammal hosts were captured．using

mouse cages and traps with baits．Chigger mites on the surface of two auricles were scraped Off by a

bistoury．and then preserved in 70％ethan01．Every specimen of the chigger mites on the slides Was

fmatly identified into species under a microscope．Some conventionaI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calculate all the collected chigger mite species and the constituent ratios of Leptotrombidium deZ／er／$e

iIl different areas and on different hosts．together wi也iIs prevalence and mean abundance on diffcrent

hosts．Results A total of l 0 222 sinail mammal hosts were captured from l 9 counties and identified

as l l families．34 genera and 62 species in 5 orders．and 92 990 individuals of chigger mi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ody surface of these small mammal hosts。All the collected chigger mites were

identified as 3 subfamilies．22 genera。and 225 species．Meanwhile，Leptotrombidium de￡／erⅡee only

accounted for 1．659％of the total．The host specificity of Leptotrombidium def／efl3e was very lOW and

1 544 individuals of Leptotrombidium deliense collected from 85 l 8 sinail mammal hosts belonged to 6

families．1 3 genera and l 9 species in 3 orders．Our results showed that Leptotrombidium如fiense$were

mainly i：ollected from lnsectivora and Rodentia．Leptotrombidium如f／ease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chigger mites and the main vector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in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but our results seemed not thoroughly supporting this point of view．Conclusion

Traditionally．Leptotrombidium如f／erise was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 main vectors of scrub typhus

in Yunnan preyince．However。based on our results。the above view might be true in some letal

plac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chigger mites and the main vector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might be

d／fferent in regions and habitat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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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动司查·

媒介¨刮，也是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的传播媒

介⋯引，此外，恙螨还可携带其他多种病原体，在流

行病学上具有保存、传播病原体及保持、扩散疫源

地的作用。云南省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

适于恙螨及其主要寄生宿主小兽的柄息、孳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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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同时也是我国恙虫病和HFRS重要流行区

之一，截止2001年。云南省已有66．67％的县(市)

经调查证实有恙虫病流行t6-10J。一直以来学术

界普遍认为，长江以南的恙虫病疫区，地里纤恙

螨(Leptotrombidium deliense)是主要传播媒介，黄

胸鼠(R．tanezumi)是其主要宿主，云南省亦是如

此t 3，“‘13。郭宪国带领的课题组于2001—2009

年在云南省19个县(市)对恙螨群落开展了初步

调查，积累了部分资料，本研究基于这些调查资

料对地里纤恙螨在云南省境内的宿主选择和地

域、生境分布情况进行初步研究。

材料与方法

1．调查现场：根据云南省不同地理方位、地形、

地貌、气候与生态等诸多特点，于2001—2009年选

取河口、蒙自、文山、马关、元江、宁洱、勐海、贡山、宾

川、大理、日眄江、香格里拉、巧家、绥江、普洱、剑川、陇

川、富源和维西19个县(市)作为调查点，调查时间

主要存6一10月，即恙虫病高发季节；地点主要为居

民住宅区和农业耕作区；地理景观分为坝区和山区，

生境类型为室内、外。

2．小兽鉴定与恙螨采集：在各调查点，傍晚用鼠

笼(夹)加食饵诱捕鼠类等小兽，次晨收集放入白色

布袋内密封带回实验室。因恙螨幼虫微小(初孵幼

虫长约200 ttm)，难以按“全捕法”采集，为保证计数

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每只小兽选择其耳壳(耳廓)及

外耳道作为恙螨同定采样区，用手术刀片刮取寄生

于此的全部恙螨及疑似恙螨附着物，按照“一兽一

瓶”要求，将刮取物置70％乙醇的EP小管内固定、保

存备用。恙螨收集完毕后，根据小兽大小、外形、毛

色、体长、尾长、耳高、后足长、体重等综合特征鉴定

小兽种类1。。

3．恙螨标本制作与种类鉴定：解剖镜下分离固

定于70％乙醇内的“刮取物”，分离，清水洗涤后用

Hoyer’s液封片，自然十燥、透明后于普通光学显微

镜的高倍镜(10×40)及油镜(10×lOO)下对照恙螨

亚科、属、种检索表逐一鉴定到种’引。

4．统计学分析：按下列各式计算构成比(n)、感

染率或染螨率(凡)、感染度或螨指数(，一)：

D，=等×100％；凡一鲁×100％；L一筹r 2寻× 凡一晋× L一等

式中，ⅣI、，v分别为第i种恙螨个体数及恙螨总个体

数；日、矾和肼分别为某种宿主总数、感染某种恙螨
的某种宿主数和某种恙螨数吲。

结 果

1．恙螨采集情况：19个县(市)共捕获到小兽

10 222只，鉴定为啮齿目、食虫目、攀鼢目、兔形目及

食肉目(仅限于小型食肉动物)5目中的ll科34属62

种。在其体表共采集到恙螨幼虫92 990只。经鉴定

隶属于3亚科22属225种。其中小板纤恙螨

(Leptotrombidium scutellare)的构成比最高(17。734％)，

而地里纤恙螨的构成比仅为1．659％。按照徐正会

等·16：提出的依据物种个体数量占样本个体总数的比

例，将构成比>10％的种类定为优势种。1％～10％为

普通种，<l％为稀有种，把本次恙螨调查结果分为

普通种和优势种，结果见表l。

表1云南省19县(市)主要恙螨采集情况

恙螨 只数臀寄舞萎主

2．地里纤恙螨的宿主选择情况：绝大部分恙螨

寄生于多种宿主体表，即恙螨的宿主特异性低(表

1)；1544只地里纤恙螨采自于19种小兽体表，其采

集数量、感染率(染螨率)和感染度(螨指数)差别较

大(表2)。从图l、2可看出地里纤恙螨寄生主要在

啮齿目的鼠科，其次是食虫目的猬科和鼢鼯科。

3．地里纤恙螨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恙螨的

分布除与宿主的关系密切外，还与地理因素有关。

在本次调查的19个县(市)中，仅有6个县(市)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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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云南省19县(市)地甲J纤恙螨在19种小兽宿#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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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地基纤恙螨在不同科小兽的分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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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晕纤恙螨。因人力、物力、财力和

交通等诸多原因的限制，各调查点采

集到的小兽和地里纤恙螨的数量相差

悬殊，其中陇川县的地里纤恙螨构成

比最高(53．95％)。其次是宁洱县

(19．82％)。从螨指数来看，宁洱县平均

每只小兽感染地里纤恙螨最多(2．732

只／鼠)，其次是普洱县和陇川县(表3)。

讨 论

1．恙螨的采集：多数文献认为，地

里纤恙螨是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的优势恙螨种类和恙虫病的主要传播

媒介⋯‘1“。在云南省，地里纤恙螨也

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优势恙

螨种和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㈣1。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云南省19个县

(市)所捕获的62种10 222只小兽体

表共采集到92 990只恙螨，隶属于3

亚科22属225种。其中，小板纤恙螨

构成比最高(17．734％)，地里纤恙螨仅占1．659％。

地里纤恙螨在黄胸鼠体表的感染率(染螨率)和感染

度(螨指数)也较低。这一结果与以往的文献报道不

太吻合，值得进一步研究。综合上述初步结果，推

测：①云南省地域宽广，地形地貌十分复杂，不同地

域生境的恙螨构成和优势螨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主要媒介恙螨，历史上认为地里

纤恙螨是云南省恙虫病流行区优势螨种和主要媒介

可能只是某些局部地区的情况，并不能反映全省不

同地域生境恙虫病媒介分布的全貌；②本研究虽已

捕获足够数量(10 222只)的小兽，但仍受诸多因素

的限制，如19个县(市)捕获的小兽数量不尽一致，

故初步结果尚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云南省不同地

域和海拔中复杂的恙螨种类及构成；③恙螨的宿主

特异性普遍低，不同地域生境中同一鼠种(如黄胸

鼠)体表恙螨构成和优势螨种可能很不相同，历史上

地区 篙 辔
调食点平均年均气温平均降雨量 小丹捕获情况

海拔(m) CC)(nan) 只数 构成比(％) 甓罴螨指数只数 构成比(％)
⋯⋯’。

大理 25．25—25。58 99。58—100。27 2090 18。9 1000 3836 65．76 243 15．80 0。063

富源 24．27—27．∞ 103．58一104．15 2000 14．0 1330 456 7．82 l 0．06 0．002

陇川 24．10．24．11 97．47—97．48 850 18．8 1600 1027 17．61 833 53．95 0．811

勐海 21．27。21．59 100．05一Ioo．27 1180 18．7 1340 278 4．77 34 2．20 0．122

宁洱 22．57—23．03 101．03一101．04 1290 18．3 1800 112 1．92 306 19．82 2．732

普洱 22．44。22．46 loo．58一101．58 1300 17．9 1500 124 2．13 126 8．16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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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黄胸鼠是地里纤恙螨的主要宿主可能也只是一

个局部情况。要证实上述推测是否正确，还需要做

大量的现场调查，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地理

景观和不同生态环境的分层抽样调查。

2．地罩纤恙螨的宿主分布：本研究还显示，采集

的大多数恙螨种类(包括地里纤恙螨)均可同时寄生

在多种小兽宿主体表，这与革螨的宿主分布情况相

似+”]，而与吸虱、跳蚤的宿主分布情况不同J艮19]。与

小兽体表其他媒介寄生虫相比，恙螨的种类最丰富，

寄生的宿主范围最广，特异性最低。一旦恙螨携带

了病原体，其传播疾病的范围广且分散，难以控制，

应对恙螨特别是媒介恙螨进行长期监测。

3．地里纤恙螨的不同地域分布：在调查的19个

县(市)中，只有6个县(市)采集到地里纤恙螨，且各

地数量相差悬殊，陇川县和宁洱县地里纤恙螨构成

比占绝优势。两县的海拔相对较低(<1300 m)，其

他各县(市)调查点海拔均>1300m。随着海拔梯度

的升高，地里纤恙螨的构成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年均气温在17．9～18．9℃，降雨量在1500 mm左右，

地里纤恙螨}n现的概率较高。据此推测在云南省境

内地里纤恙螨可能主要分布在低海拔、气候温和、降

雨量较为丰富的地区，而高海拔、干旱、寒冷地区的

优势恙螨可能是其他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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