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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部分地区微红纤恙螨的分布
及宿主选择

耿明璐郭宪国 郭宾

【摘要】 目的 探讨云南省部分地区微红纤恙螨的分布和宿主选择情况。方法根据云南

省不同地理方位、地形、地貌、气候与生态等特点，于2001—2011年选取23个县(市)为野外调查

点，用鼠笼(夹)加食饵诱捕小型哺乳动物(小兽)宿主。选择小兽的双侧耳廓和外耳道采集恙螨幼

虫，用Hoyer’S液常规封片后在显微镜下逐一鉴定螨种。统计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地域、不同景观

和不同宿主小兽体表的分布情况。计算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宿主小兽体表的感染率(P)、平均多度

(MA)和感染度(MI)并分析三者间的线性关系，用聚块指数(m*加)测定其在宿主不同个体间的空

间分布格局。结果23个县(市)中有4个县(市)采集到微红纤恙螨(共654只，占所有恙螨的

0．603％)。96．637％的微红纤恙螨采自坝区地理景观(尤其是较低海拔地区)，只有3．363％的微红

纤恙螨采自山区景观。宿主大类选择显示，采自啮齿目(鼠类)、食虫目(嗣鼯)和攀鼢目(树鼢)小

兽体表的微红纤恙螨分别为96．296％、2．469％和1．235％，而兔形目等小兽体表未采集到。宿主种

类选择显示，所捕获的5目12科34属67种小兽中，有7种小兽采集到微红纤恙螨，其中96．788％采

自黄胸鼠(P=3．776％，MI=8．792只螨／鼠)，其次是板齿鼠。聚块指数显示，微红纤恙螨在大多数

宿主小兽不同个体问的分布呈聚集分布格局。结论云南省存在微红纤恙螨，但是数量较少。其

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坝区，寄生多种小兽宿主，宿主特异性低，但主要倾向于寄生在黄胸鼠等家

栖小兽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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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host selection of

Leptotrombidium rubellum among different small mammal hosts in some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Methods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23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between 200 1 and

20 1 1．Small mammal hosts were captu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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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ly identified into species under a microscope．

Some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calculate a11 the collected chigger mite species

and the constituent ratios ofL rubellum in different areas and on different hosts，with prevalence(P)．

mean intensity(MI)and mean abundance(心)on different hosts calculated．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肘，and MA．Patch index(m*／rn)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rubellum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related small mammal hosts．Results

A total of 1 08 480 chigger mi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o“surface of all the captured small

mammal hosts．A11 the collected chigger mites were identified as 3 subfamilies．24 genera and 234

species．Of the 234 species of chigger mites。654 individuals of L rubeUum were collected．only in 4

counties．The collected individuals of L．rubellum accounted for 0．603％of the total mites(108 480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02．01 l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060139，81160208)

作者单位：671000大理学院病原与媒介生物研究所云南省鼠疫防控技术重点实验室分室

通信作者：郭宪国，Email：xggu02002@yahoo．tom．cn

·现场调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叭3年2月第34卷第2期Chin J Epidemiol，February2013，V01．34．No．2

individuals)．96．637％of￡．rubellum came from flatland areas and habitats while only 3．363％of

the L．rubellum were from the mountainous regions．The orderings of the hosts appeared as

Rodentia and Insectivora harbored 96．296％and 2．469％respectively．of the collected while

Lagomorpha and other orders there was no L rubellum found．Of 67 species(in 34 genera and

12 families of 5 orders)，Rattus tanezumi(in genus Rattus and family Muridae of Rodentia)

harbored 96．788％of the collected L rubellum with relatively 10W prevalence(P=3．776％)or mean

intensity(Ⅲ=8．792 mites／per host)，followed by Bandicota indica．Data from the patch index

showed that L rubellum had an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paRem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their

hosts．Conclusion L rubellum existed irl Yunnan province with relatively rare numbers of the

individuals．In Yunnan province．L．rubellum was mainly found in the flatland regions and habitats with

relatively 10W altitude．L rubellum could parasitize several different species of hosts with 10W host

specificity．but it prefered to choose Rattus tanezumi and some other house—dwelling small

mammals as its main hosts．

【Key words】Leptotrombidium rubellum；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Host selection

我国已知恙螨(chigger mite)已超过510种n4]。

恙螨是恙虫病的惟一传播媒介，此外还可传播肾综

合征出血热。微红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rubellum)是我国已证实的恙虫病媒介恙螨之一，其

他媒介恙螨还包括地里纤恙螨(L deliense)”’”1、小板

纤恙螨(或小盾纤恙螨，L．scutellare)n1。“1、高湖纤恙

螨(L gaohuense)n，10]、海岛纤恙螨(L insularae)“51和吉

首纤恙螨(Lfishoum)““。而微红纤恙螨一直被认为

主要寄生于黄毛鼠的耳壳内，且分布范围较窄，仅知

分布在福建省长乐至厦门一带的部分沿海地区的海

边及傍海江边的草地““。云南是我国恙虫病的主要

流行省份之一，昆明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证实云南

省46县(市)有恙虫病存在。1⋯。本课题组于2001—

2011年对云南省的23个县(市)恙螨分布进行了抽

样调查，结果也发现存在微红纤恙螨。为此本研究

对微红纤恙螨在云南省境内的分布及宿主选择情况

等做初步统计和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现场调查：根据云南省境内的不同地理方位

(经纬度)、地形地貌、海拔、气候与生态等特点，在

东、南、西、北、中5个地理方位选取元江、河口、普洱、

勐海、马关、蒙自、大理、宾川、丽江、文山、绥江、兰

坪、香格里拉、贡山、巧家、剑川、富源、陇川、宁洱、维

西、梁河、瑞丽和景洪23个县(市)为现场调查点。调

查点按照坝区和山区两种地理景观分层，每种地理

景观类型再分为室内生境(房屋内和房屋周围)和室

外(野外耕地和森林山地)进行分层抽样调查。

2．小兽诱捕与鉴定：于调查当晚分别在不同生

境布放鼠笼(夹)加食饵诱捕鼠类等小型哺乳动物

(小兽类)宿主动物，次晨收获所捕获宿主装入白色

布袋。根据大小、体形、毛色并结合体重、体长、尾

长、耳高、后足长等，现场鉴定所捕获的小兽种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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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现场鉴定的种类剥制头骨标本后再鉴定¨912⋯。

3．恙螨采集与分类鉴定：恙螨仅幼虫寄生，寄生

鼠体的恙螨幼虫微小(初孵幼虫长200 gm左右)，客
观上难以按“全捕法”采集鼠体的所有恙螨幼虫。为

了保证计数上的一致和准确，将装于白色布袋内的

小兽用乙醚麻醉后，每只小兽主要选择耳壳(耳廓)

及外耳道作为恙螨固定采样区，借助放大镜，用手术

刀片刮取寄生于鼠类耳壳及外耳道的全部恙螨，置

70％乙醇内保存。解剖镜下分离固定于70％乙醇内

的“刮取物”，分离恙螨与耳廓和外耳道组织，清水洗

涤后用Hoyer’S液封片，制成玻片标本，自然干燥、
透明后于普通光学显微镜高倍镜(10×40)及油镜

(10×100)下对照恙螨亚科、属、种检索表逐一鉴定

所采集到的每只恙螨标本，全部鉴定到种(species)。

4．统计学分析：归纳每只小兽体表的全部恙螨

的种数和每种恙螨的数量。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种

小兽寄生的微红纤恙螨等各种恙螨的构成比(cr)，

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小兽宿主体表

的感染率(P，％)、平均多度(iliA，只螨／兽)和感染度

(MI，只螨／兽)。

cr一可Ni×1。。％；P一掣笋×1。。％；MA=百M；MI=再Mi
式中，眦、Ⅳ分别为第i种恙螨(微红纤恙螨)的个体

数及恙螨总个体数；矾、M和H分别为感染某种恙螨

(微红纤恙螨)的宿主动物数、所感染的某种恙螨数

(微红纤恙螨)和总的宿主动物数。

用聚块指数(patch index，m*／m)测定微红纤恙

螨在小兽宿主不同个体间的空间分布格局：

。*／，。一型：，一￡一1
Ⅲ m

式中，m为各样方的平均个体数；盯2为方差；m木为平

均拥挤度(每个个体在样方中的平均邻居数或平均

他个体数)。当m*／m<1时为均匀分布；当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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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聚集分布；当m半加=1时为随机分布乜“。

结 果

1．恙螨采集：23个县(市)共捕捉小兽11 817

只，鉴定为啮齿目(Rodentia)、食虫目(Insectivora)、

攀胸目(Scandentia)、兔形目(Lagomorpha)及食肉目
(Carnivora，仅限于小型食肉动物)5个目中的12科

34属67种。从全部小兽宿主体表共采集到恙螨幼

虫108 480只，经分类鉴定隶属于3亚科24属234

种。在所采集鉴定出的恙螨中微红纤恙螨仅采集到

654只，占所有恙螨的0．603％，构成比较低。

2．微红纤恙螨地域和地理景观分布：23个县

(市)仅有4个县(市)采集到了微红纤恙螨(图1)，其

中95％以上的微红纤恙螨分布在景洪。依据不同的

自然景观将调查点划分为山区和坝区。654只微红

纤恙螨在山区和坝区均有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坝区

景观。通过对室内外生境进行分层抽样调查发现，

黄胸鼠体表采集到的微红纤恙螨99％以上的分布在

室外生境中(表1)。

3．微红纤恙螨的宿主选择：654只微红纤恙螨

采自3目5科6属7种小兽体表。7种小兽包括①啮

齿目2科3属4种，即鼠科(Muridae)鼠属(Rattus)中

的黄胸鼠(R．tanezumi或R．flavipectus)和斯氏家鼠
(R．sladeni)，鼠科板齿鼠属(Bandieota)中的板齿鼠

(B．indica)，仓鼠科(Cricetidae)、绒鼠属

(Eothenomys)的1种，即大绒鼠(E miletus)；②食虫

目2科2属2种，即嗣鼯科(Soricdae)臭嗣属(Suncus)

中的臭鼢鼯(S．murinus)和猬科(Erinceidae)毛猬属

(Hylonys)中的坚实猪猬(H suillus)；③攀驹目中的1

科1属1种，即树晌科(Tupaiidae)树购属(Tupaia)中
的树嗣(Z belangeri)。

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宿主体表采集的数量、Cr、P

和MI差别较大(表2)。其中96．788％的微红纤恙螨

采自黄胸鼠体表，是云南省微红纤恙螨的主要宿

图1云南省23个县(市)恙螨抽样调查点

及微红纤恙螨分布

表1 2001--2011年云南省23个县(市)调查点黄胸鼠

体表微红纤恙螨不同地理景观分布

主。微红纤恙螨在黄胸鼠体表的指标均相对较高

[P-----3．776％(72／1907)、MI=8．792和MA=0．332]。

除黄胸鼠外，板齿鼠和坚实猪猬体表微红纤恙螨的

指标也较高(分别P=5．263％、3．448％，MI=1．000、

2．000)。将微红纤恙螨感染7种小兽的MA进行t检

验(采用SPSS 19．0软件)，黄胸鼠、大绒鼠、树鼢、斯

氏家鼠与臭鼢鼯之间MA的差异有统汁学意义(P<

0．05)。对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宿主体表的P、MA和

表2 2001--2011年云南省23个县(市)调查点微红纤恙螨宿主选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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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进行直线性关系分析，结果显示MA和MI之间具

有正相关关系(图2)；直线回归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显示MA和MI之间存在直线回归关系，其

直线回归方程为y=21．422x+1．437。

图2五南省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宿主体表的

MI与MA问线性关系

4．微红纤恙螨空问分布型：通过空间分布指数

计算，微红纤恙螨在黄胸鼠、大绒鼠、斯氏家鼠和坚

实猪猬4种宿主的m*／m值均>l，按标准判定为聚

集型分布。即微红纤恙螨在黄胸鼠、大绒鼠、斯氏家

鼠和坚实猪猬体表呈聚集型分布(表2)。

讨 论

1．微红纤恙螨与疾病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微红

纤恙螨是我国被证实的恙虫病媒介恙螨之一。以往

国内研究文献认为，微红纤恙螨主要是福建沿海地

区恙虫病的媒介”“。长期以来，地里纤恙螨一致被

认为是云南省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其主要宿主

是黄胸鼠乜2'2“。本研究发现，除了福建沿海地区外，

云南省也存在微红纤恙螨，可能是云南省恙虫病的

媒介之一。除了地里纤恙螨(23个县市共采集到

5497只)以外，云南省可能还同时并存包括微红纤

恙螨在内的多种恙虫病传播媒介。本调查结果同时

显示，在所采集鉴定到的3亚科24属234种108 480

只恙螨幼虫中，微红纤恙螨的数量只有654只，占所

有恙螨的0．603％，构成比较低。此结果提示：云南

省虽然存在微红纤恙螨的分布，但数量有限，不是云

南省境内的优势螨种。因此，微红纤恙螨在云南省

恙虫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和媒介潜能等均有必要进

一步深入研究。

2．微红纤恙螨的地域分布和生境选择：以往国

内文献认为，微红纤恙螨主要寄生于黄毛鼠的耳壳

内，其分布范围较窄，仅知分布在福建省长乐至厦门

一带部分沿海地区的海边及傍海江边草地【131。本调

查将地域分成坝区和山区两种地理景观，每种地理

景观类型又进一步分为室内生境和室外野生生境。

在室外生境黄胸鼠体表采集到的微红纤恙螨其P和

MI值远高于室内生境，这可能与室外生境特性等因

素有关。本调查还显示同一鼠种(黄胸鼠)在不同生

境(室内外生境)中对同种恙螨(微红纤恙螨)的P和

MI值明显存在差异，表明在不同生境中接触同种鼠

类宿主后，受到恙虫病媒介恙螨侵袭的机会可能不

同，其感染恙虫病的机会也不同。但由于本调查在

黄胸鼠体表采集到的微红纤恙螨数量有限，因此在

室内外生境分布上的差别及其在恙虫病流行和传播

中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次调查采集鉴定了654只微红纤恙螨，山区

和坝区均有分布，涉及7种宿主。该结果表明：微红

纤恙螨的地域、生境和宿主分布并不窄，除了福建省

长乐至厦门一带的部分沿海地区外，在云南省也有

分布。采集到微红纤恙螨的4个县(市)主要分布在

坝区景观，这可能与其主要宿主动物(黄胸鼠等)的

分布有关。其中95．412％的微红纤恙螨采自西双版

纳州的景洪市，这除了与当地的黄胸鼠数量大有关

外，可能还与景洪市的海拔和纬度较低有关(云南

省北纬20。以南的低纬度和低海拔河谷坝区地带，

其气候与福建省厦门沿海地区相近)。据此推测：

微红纤恙螨可能主要分布在低纬度、低海拔的河谷

坝区地带。

3．微红纤恙螨的宿主选择及空间分布格局乜“：

本次调查的是微红纤恙螨在同种宿主动物不同个体

间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在云南省全境捕获

的67种小兽中，仅7种宿主体表采集到了微红纤恙

螨。但分析表明这7种小兽在动物分类学上的距离

较大，涉及啮齿目2科3属4种(黄胸鼠、斯氏家鼠、

板齿鼠、大绒鼠)、食虫目2科2属2种(臭嗣鼯、坚实

猪猬)和攀购目1科l属1种(树购)，而且其主要宿

主除黄胸鼠外，还有板齿鼠和坚实猪猬(非啮齿目动

物)等，提示：微红纤恙螨的宿主特异性较低，此与绝

大多数恙螨基本吻合陋5。。分析微红纤恙螨在不同宿

主动物寄生的构成比例可见，96．788％的微红纤恙螨

采自黄胸鼠体表，黄胸鼠是云南省微红纤恙螨的主

要宿主，该结果除与微红纤恙螨在黄胸鼠体表有较

高感染率和感染度外，还与云南省境内黄胸鼠数量

大有关。除黄胸鼠外，板齿鼠和坚实猪猬体表微红

纤恙螨的感染率和感染度也较高。但后两者在云南

省的分布数量较少，其重要意义有限。

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微红纤恙螨在黄

胸鼠等主要宿主动物不同个体问的分布大多呈聚集

型分布，此结果与来自其他关于恙螨和其他体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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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虫(蚤、吸虱、革螨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陉⋯。提

示：微红纤恙螨在同种宿主动物不同个体间的分布

并不均匀，接触同种宿主动物的不同个体，其受到恙

螨的侵袭和感染机会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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