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研究·

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出现的一种

温度评判方法

顾品强 闵继光

【摘要】 目的 探讨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的一种温度评判方法。方法 !"#$!!""$年和

$%%!!$%%$年在上海市奉贤地区每年&月!日开始，每天在猪舍内挂诱蚊灯全夜（!#时至次日’时

为一灯夜）灯诱捕蚊，麻醉后对三带喙库蚊进行计数，取每灯夜平均蚊虫数为其密度。将三带喙库蚊

春季首现日与首现日前(天、首现日当天和后!天计"天同期日平均气温作比较分析。结果 采用

首现日当天和前!天或首现日当天、前$天和后!天任意连续&天的日平均气温值及其日平均气温

累积值判断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其差异在!!$天内（"!)(*）。结论 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出现

时，伴随着一次来源于南方强暖气团影响当地气温的过程，其日平均气温下限值为!!)%+。据此，可

根据日平均气温实况值或温度预报值重建和预报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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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喙库蚊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首要传

播媒介，是我国水稻种植地区优势蚊种和重点防制

的蚊媒之一，而我国又是乙脑发病偏多的国家之

一［!］，有报道三带喙库蚊在上海地区的深秋（!!月

份）和冬季消失［$］，并认为三带喙库蚊在春季随气

流北迁降落［&HP］，而在秋季回迁南方［’］；目前该蚊种

春季首次出现与气温关系的研究较少。Q1R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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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析了三带喙库蚊首现日与$月$!日至&月

&!日累积温度密切相关；闵继光等［#］计算了!月、$
月及各分期的累积温度与三带喙库蚊首现日早晚存

在弱负相关，并提出三带喙库蚊首现日日平均气温

均值为!&)(+显著高于中华按蚊［P］。但这些结果

并没有解决除采用诱蚊灯诱捕蚊方法之外确定各年

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出现日期的问题。本项研究通

过分析!"#$!!""$年和$%%!!$%%$年!$年中三带

喙库蚊春季首次出现和日平均气温之间变化关系，

提出了采用日平均气温确定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出

现的方法，从而为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预判和重

建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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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观察方法：!#$%!!##%年和%&&!!%&&%年

分别在上海市奉贤区五四农场和西渡镇陈河浜村的

猪舍内挂%!’只诱蚊灯诱捕猪舍内蚊虫，每年于’
月!日开始每晚!$时至次日(时（一灯夜）每天开

灯诱捕蚊（冬季若遇日平均气温!!&)时也开灯诱

捕蚊），蚊虫用氯仿或冰冻麻醉、对三带喙库蚊进行

计数，取每灯夜蚊虫数的平均值为蚊虫密度，其首次

出现三带喙库蚊的日期为三带喙库蚊首现日。

%"气象资料：气温资料取自奉贤区气象台（位于

’&*+(,-，!%!*%.,/）!#$%!!##%年和%&&!!%&&%年

同期逐日平均气温观测值。

结 果

!"三带喙库蚊首现日情况分析：三带喙库蚊春

季首现日!#$.年最早为%月!!日，!#$+年最晚为

0月!&日（%&&!年’月没有每天挂灯诱捕蚊虫，该

年0月!.日首现日仅供参考，在文中均不作数值统

计），最早与最晚相差+$天（近%个月），三带喙库蚊

春季首现日平均日期为’月!$日。由图!可见，首

现日出现期间三带喙库蚊在温度低时出现数量少，

随着’月中旬以后温度的持续上升，三带喙库蚊数

量呈现突增、突发现象，而已知在当地越冬的中华按

蚊则随温度上升，蚊虫数量并没有呈同步增加，说明

三带喙库蚊的出现并非单一受温度升高因素引起，

间接提示三带喙库蚊是随导致温度持续上升因素、

源于西南和东南暖湿天气系统配合下由外部虫源地

迁入。

%"首现日与气温对比分析：选择三带喙库蚊首

现日前.天、首现日当天和后!天计#天逐日平均

图! 首现日期间各旬三带喙库蚊和中华按蚊数量与

平均气温变化关系

气温分析三带喙库蚊首次出现的温度条件（表!）。

由表!可见，首现日前%天的日平均气温最低值为

+"&)，次 低 值 为$"!)，最 高 值 为!0".)，极 差 为

#".)，变异系数为%’"(1；首现日前!天的日平均

气温最低值为!!"!)，次低值为!!"0)，最高值为

!+"$)，极差为0".)，变异系数为!%"%1；首现日当

天的日平均气温最低值为!!"&)，次低值为!!"$)，

最高值为!."$)，极差为("$)，变异系数为!’"(1；

首现日后!天的日平均气温最低值为."&)，次低值

为."’)，最高值为!("&)，极差为#"&)，变异系数

为%+"#1。说明三带喙库蚊首现日当天和前!天的

日平 均 气 温 需 维 持 一 定 的 温 度 条 件。统 计 表 明

!#$%!!##%年和%&&!!%&&%年三带喙库蚊首现日

前.天至首现日的逐日平均气温平均值由低向高呈

持续上升变化，该期日平均气温平均升幅为."%)，

首现日后!天的日平均气温多数出现下降，与前!
天相比平均降幅为%"()（图%），这与紧接着有冷锋

过境影响有关，其三带喙库蚊出现天气条件与农业

迁飞昆虫稻纵卷叶螟、褐飞虱“锋面”迁入类型是一

致的［#，!&］，不难看出，首现日是伴随一次至少持续%
天以上的强回暖天气而出现的，这可能与三带喙库

表! 三带喙库蚊首现日前.2、首现日当天和后!2逐日平均气温和累积温度（)）

年份
首现日

（月"日）

首 现 日 前 （2）

. ( + 0 ’ % !
首现日

当天
首现日
后!2

日平均气温!!!"&)累积值

%2" ’2"
首现日

温度日期
（月"日）

!#$% 0"% ("’ ."( $"! #"! !%"% !!". !’"+ !."% !&"% ’&". 0%"0 0"!
!#$’ ’"%% ."# !&"$ +". +"$ #"+ !!". !!"( !!"& !!"& %%"( ’0"’ ’"%%
!#$0 0"0 $"’ !!"’ !+"0 !&"# #"$ !&"+ !%"$ !%"$ !&"+ %+"( 3 ’"’&
!#$+ 0"!& !’"+ !&"0 !&"& !!"$ !!"( !%"+ !%"! !0"( !’"’ %(". 0&"& 0"$
!#$( ’"!’ !&"% !&". !&"+ !&"# +"’ +"& !!"+ !0"$ !!"0 %("’ ’.". ’"!’
!#$. %"!! 3!"$ !"$ .". #"+ !&"’ !’"+ !+". !."$ ."’ ’’"+ 0."& %"!&
!#$$ ’"!% 0"$ ."! &"$ ’". ("! $"# !%"! !!"$ !("& %’"# ’#"# ’"!’
!#$# ’"’& #". $". ."0 $"0 !&"$ #"% !!"! !0"0 !+"# %+"+ 0!"0 ’"’&
!##& ’"!! ."+ 0"# +". ."0 ."( !&"# !%"& !0"0 $"! %("0 3 ’"!!
!##! ’". ’"% ’"’ +"’ +"% #"’ $"! !!"( !0"& ."& %+"( 3 ’".
!##% ’"!0 0"( .". ."$ ."% $"& !&"0 !!"0 !0"+ !’"+ %+"# ’#"0 ’"!0
%&&! 0"!. !+"0 #"’ !%". !+"! !0"! !’"$ !("# !."$ !("0 ’0". +!"! ’"%&
%&&% ’"!! $"+ ("$ ."( !&"% !!"+ !0". !+"$ !%"% !0"’ %$"& 0%". ’"#

" 首现日和前!2；" 首现日前%2至首现日后!2任意连续’2（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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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带喙库蚊首现日前!天至后"天逐日平均气温变化

而首现日为#月"$日（平均日期）的常年日平均气

温在%天中的累计升幅仅为"&’(。

蚊从虫源地北迁至遇阻降落需要一定时间有关

联，其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及前"天的日平均气

温下限为""&)(，这与中华按蚊在冬季遇持续时间

短（"天或 以下）、白天辐射增温明显，其日最高气

温超过")(时即仍可诱捕到［*］形成显著的差异。

为此，分别统计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和前"天日

平均气温!""&)(以及这*天的累积温度或首现日

前*天至首现日后"天中日平均气温!""&)(且其

中任意连续#天的累积温度（取累积温度最大值）分

别列于表"，得到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温度条件，

即首现日温度指标是：首现日和前"天的日平均气

温均!""&)(且两天的累积温度!*’&’(，或首现

日前*天至首现日后"天的+天中日平均气温!
""&)(的 日 期 中 任 意 连 续#天 的 累 积 温 度!
#+&)(。据 此，前 推 至"月"日 为 起 始 日，查 阅

"%$*!"%%*年和*))"!*))*年符合上述三带喙库

蚊春季首现日温度指标值之一的最早出现日期列于

表"（简称首现日温度日期，下均同），"*年中与三带

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在同一天的有,年，占’)&)-（,／

"*），相差"!*天的有’年，占+"&!-（’／"*），最大

相差为’天（"%$+年）。若不考虑*))"年首现日则

"*年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与首现日温度日期相

差"!*天以内有""年，符合率为%"&!-（""／"*）。

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与首现日温度日期（/）

之间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水平（!0)&%%’+!!)&)"0
)&!)!%），用一元回归方程表示为：.0)&#""’1
"&)#")/，式中.、/均以距*月*$日的天数表示，

如*月*!日出现取值2"，*月*$日取值)，#月"
日取值"，#月*日取值*，⋯⋯余类推。经回归方

程拟合，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年中除"%$+年

相差+天稍大外，其余""年差异均在"天以内，历

史拟合率为%"&!-。因此在春季甚至冬季根据符合

首现日温度指标的最早出现日期（/）均可较准确推

断或重建某年的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

*))"年#月份仅在*、""、"+、*)和#"日进行

灯诱捕蚊情况下，得到该年三带喙库蚊首现日为+
月"!日。对*))"年#月份日平均气温演变作进一

步分析表明，#月*、""日灯诱捕蚊日平均气温分别

为%&"(和$&%(，均低于""&)(，#月"+日灯诱捕

蚊日平均气温虽超过""&)(（为"’&’(）因其前后

*!#天内日平均气温!""&)(的天数仅持续"天，

其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出现的可能性均不大。#
月",!*#日日平均气温的演变为一次明显的强回

暖天气紧跟着有冷锋过境，从#月",!**日平均气

温逐 渐 升 高，其 中#月"%!**日 平 均 气 温 均 在

""&)(以上，最大升幅为$&#(，#月*#日受冷锋过

境影响日平均气温比前"天下降*&!(，符合三带喙

库蚊春季首次出现的温度条件，#月"%、*)日*天

累积温度为*$&$(，#月"%!*"日连续#天累积温

度最大为++&%(，则得到符合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

出现温度条件的首现日温度日期（最早）为#月*)
日。虽#月*)日灯诱捕蚊未捕获到三带喙库蚊，但

#月*)日前后"!*天内出现*))"年三带喙库蚊春

季首现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将*))"年首现日温

度 日 期（/ 取 *)）代 入 公 式（.0)&#""’1
"&)#")/）得到.计算值0*)&%#，即经重建后的三带

喙库蚊春季首现日为#月*"日，该日期比#月份没

有天天灯诱捕蚊情形下得到的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

日（+月"!日）提早了*!天，也符合了三带喙库蚊

春季首次出现的气象条件［+，’］以及类似于农业迁飞

昆虫稻纵卷叶螟、褐飞虱迁飞规律［%，")］。

讨 论

上述三带喙库蚊春季首次出现温度条件的分析

结果表明，在春季一次回暖天气过程中符合持续*
天，日平均气温!""&)(且*天累积温度!*’&’(，

或连续#天日平均气温均!""&)(且#天累积温

度!#+&)(的最早出现日期（即为首现日温度日期）

可以较好表示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的出现情况，

其首现日温度日期与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的差异

（*))"年除外）在"!*天以内（%"&!-），其中有,年

（占’)&)-）两者日期相同。因此，根椐首现日温度

日期可较准确推断和重建各年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

日，并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中短期日平均气温预报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年""月第*+卷第""期 34567895:;<5=>，?=@;<A;B*))#，C=>&*+，?=&""

 



值或日平均气温实测值来预报或确定首现日温度日

期，然而再预测判断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可作为

除采用灯诱捕蚊确定各年三带喙库蚊春季首现日以

外的另一种评判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流行

病学意义。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三带喙库蚊春季首

现日早晚与春季温度变化之间存在着较大关联性，

随着!""#年在上海市奉贤地区春季捕获的三带喙

库蚊中分离到乙脑病毒［$］，为病毒长期宿主提供了

可喜的研究线索，也支持了三带喙库蚊在春季随东

南、西南气流北迁降落的观点，从而为合理采取防制

三带喙库蚊方法（如可以按迁飞昆虫规律制定防治、

控制虫源措施）、确定重点防制时期提供依据和新的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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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昆明市儿童医院晚发性维生素V缺乏症临床症状分析

刘益林 李红云 张延华

晚发性维生素V缺乏症是指出生后#$日龄至)月龄由

于维生素V依赖凝血因子（!、"、#、$）显著缺乏所引起的

一种自限性出血性疾病。我们对昆明市儿童医院#&&+年#
月至!""!年#"月收治的晚发性维生素V缺乏症患者进行

了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特点的分析。

#%调查对象与方法：%从昆明市儿童医院病案室共获

#)#例晚发性维生素V缺乏症病例资料，符合流行病学调查

及资料完整者#"’例。其中男-&例、女!&例，男(女比为

!%-!(#。#&&+&!""!年发病例数分别为&、#,、#$、!&、#!、#’
和##例。全年均有发病。’#"’例中最小为!#日龄，最大

+月龄，其中!#日龄&#月龄#!例（##%#W），!&)月龄&!
例（’$%!W），,&+月龄,例（)%!W）。(混合喂养-例，其余

为母乳喂养（#"#／#"’，&!%+W）。#"’例中+"例患儿来自农

村（$+W），,"例患儿来自外来打工者群（)-W），’例患儿来

自城市（-W）。)临床表现中#"’例均有不同程度出血和贫

血表现，其中皮肤黏膜出血斑点、针眼出血不止、胃肠道出

血、血尿者##例，颅内出血&-例；轻度贫血!+例，中度贫血

$#例，重度贫血)#例。其中’-例脑FN检查中’)例提示

颅内有不同程度出血病灶（其中蛛网膜下腔出血#!例、硬膜

下出血$例、脑实质出血,+例、混合出血!"例），,例未发现

异常。发病时伴有感染、腹泻、营养不良者!&例。&"例血清

作者单位：+$""),昆明市儿童医院

胆红素测定，##例正常，-&例血清总胆红素升高（范围在

#&&&’*=?6／X，正常值为)%,&#-%#*=?6／X）。

!%结果：#"’例患儿中&!例好转出院，#+例放弃治疗后

死亡。’)例FN颅内出血者中有,+例出院前复查出血基本

吸收（蛛网膜下腔出血#!例、硬膜下出血$例、脑实质出血

!&例）。+例颅内脑实质多处出血者，随访#&)年有脑瘫表

现，现在康复治疗中，$例并发继发性癫痫。

)%结论：出生婴儿普遍存在维生素V缺乏症及亚临床维

生素V缺乏，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如感染、腹泻等）有随时

发生出血的可能。目前，尚不能对血液中维生素V的含量进

行测定，主要是通过检测凝血酶原前体蛋白间接反映机体是

否缺乏维生素V。本组病例&!%+W发生于纯母乳喂养儿，以

出生后#&)月龄多见，全年均有发病，符合该病的一定规律。

农村患儿较多，其次为外来打工人群，城市较少，且男婴多于

女婴；出现城乡发病率分布不均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区域内未

能进行婴儿维生素V干预有关，因此，加强农村和外来打工

人群中婴儿维生素V干预是降低我市维生素V缺乏症的关

键。本病作为一种营养缺乏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其应用维

生素V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达成共识。本次调查提示，临床

医生应重视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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