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只吸血，还会传播80多种疾病
蚊子居“动物杀手”榜首，出境游玩警惕伊蚊叮咬引起的登革热

入夏后，越来越活跃的蚊子，让不少市民饱受困扰，被叮咬后瘙痒难耐，总想抓挠，晚
上的嗡嗡声让人难以安睡，更令人担心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疾病。

蚊子传播的疾病有哪些？蚊子是怎样把病原传入人体的？针对这些问题，湖南省胸科
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升炉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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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
家有嫩娃，每年防蚊都是一场“战斗”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王艳， 家里有一对5岁的双胞
胎儿子。自从有了这两个嫩娃娃，每到夏天她就会因蚊
子变得异常焦虑。

随着气温的上升，近期蚊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每
天傍晚带娃去小区溜达一圈的王艳，最近发现，几乎每次
散步回家兄弟俩身上都有新增的蚊子叮咬的“红包”。

“不管防护得有多严实，小孩总还是会被蚊子咬。”王艳紧
皱着眉头表示，因为自家房屋是低楼层的洋房，小区绿化
也比较好，家里蚊子多这个事一度让她十分烦恼。尽管严
防死守，有时回家开一下门，蚊子就进到了家里，挑着细
皮嫩肉的孩子叮。

“怕对孩子身体有影响，不敢用杀虫剂、蚊香。”王艳
表示，听说在家里养上几盆驱蚊草、夜来香能驱除蚊子，
她赶紧买了几盆；听说烧桔子皮、熏醋、喷洒维生素B1
能驱蚊，她也进行了各种尝试，但都收效甚微。

“现在还是6月，到了8月的时候，蚊子会更加猖狂。”
王艳无奈表示，每年防蚊都是一场“战斗”。

危害
传播多种疾病，排行“动物杀手”榜首

“一般雄性蚊子都以植物的汁液为食， 而吸血的则
都是雌性蚊子， 这是因为雌蚊必须吸食人或动物的血
液，卵巢才能发育、产卵。”李升炉教授介绍，蚊子在吸血
前，会先将含有抗凝素的唾液注入皮下与血混合，使血
变成不会凝结的稀薄血浆， 然后吐出隔宿未消化的陈
血，吮吸新鲜血液。

研究资料显示，因蚊子能兼吸人和动物的血，能传
播人兽共患疾病，作为疾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疾病高
达80多种，其中疟疾、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黄热病、
丝虫病等严重者能致命。

根据长沙市疾控中心的科普材料，联合国数据透露，
因蚊子叮咬造成的死亡数据， 全球每年都高达72.5万人以
上，因此蚊子是名副其实的“动物杀手”排行榜NO.1。

科普
不同的蚊子种类，传播的疾病不一样

【按蚊】

主要传播疾病为疟疾，按蚊别称疟蚊，体多呈
灰色，翅有黑白花斑，刺吸式口器，停留时身体与停
留面保持一角度。中华按蚊喜欢在黎明时分攻击人
类。

幼虫主要孳生在稻田、荷塘、山溪等环境优雅的天
然清水中；成蚊多分散躲在室外洞穴中，部分在居室、
畜舍内越冬。

按蚊是疟疾和丝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疟疾是
一种经由按蚊叮咬导致疟原虫感染的疾病，表现为
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寒战、发热、多汗。

【库蚊】

库蚊传播的疾病有流行性乙型脑炎，这是室内
最为常见的蚊子，又称为家蚊。

库蚊的身体一般是黄棕色， 翅膀上没有花斑，
触须短，触角与口器近等长，刺吸式口器。静止时，
身体与停落面平行。

库蚊喜欢在夜间咬人吸血，幼虫主要孳生在下
水道、污水沟、洼地积水等污水中。

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媒介是三带喙库蚊的
一种，三带喙库蚊兼食人和动物血。猪、牛是其主要
吸血对象，形态与其他家蚊的主要区别是喙中段有
一白环。

李升炉介绍，库蚊能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和丝
虫病等疾病。

【白纹伊蚊】

传播疾病为黄热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
伊蚊是一种中小型黑色蚊种， 有银白色斑纹，

俗称花斑蚊，素有“白领+骨干+精英”的称号，有着
卓越的飞行能力， 通常只在孳生地周围50—100米
内活动。

伊蚊喜欢在白天吸人和动物的血液，通常日出
前后1—2小时和日落前后2—3小时，都是伊蚊的叮
咬高峰。幼虫主要孳生在水培植物瓶、坛、罐、树洞、
竹洞等小型积水中。

专家提醒，伊蚊会传播的黄热病，是由黄热病
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埃及伊蚊是该病主要传播
媒介。

蚊子是怎样把病原传入人体的

李升炉介绍，以疟蚊为例，当疟蚊吸食
患有疟疾病人的血液， 会把其中的疟原虫
（疟疾的病源）吸进体内。

当蚊子再叮咬其他人时，疟原虫就会从
蚊子的口中注入被咬者的体内。 十天以后，
疟原虫开始在接近皮肤的血管内出现。它们
在患者的红细胞内繁殖，分裂成大量的小原
虫， 这些小原虫破坏红细胞并释放一种毒
素。

每个小疟原虫又侵入其他红细胞而继
续繁殖，使得患者体内疟原虫和毒素越来越
多，引起疟疾感染。

长沙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监测清理小区积水，
发现水中有蚊子幼虫。

登革热流行季已到
出国出境游玩需提高警惕

夏季蚊虫日益活跃， 由伊蚊叮咬传播
的登革热进入流行季，输入风险较大。长沙
市疾控中心非常健康提醒： 出国出境游玩
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蚊灭蚊，远离登革热。

近期，全球登革热疫情形势严峻，美洲
地区暴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病
例超过810万例。我国周边多国的登革热疫
情也较去年出现不同程度地升高。 今年4
月，我国海关总署发文，提出要加强登革热
检疫工作，保护出入境人员健康。

登革热，俗称“断骨热”，是由登革病毒引
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受感染的伊蚊（花
蚊子）叮咬进行传播，形成了“病人→伊蚊→
其他人”的传播途径。登革热患者通常急性起
病，其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
骨骼关节痛（“三痛”），面、颈、胸部潮红（“三
红”）等，同时伴随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和皮疹
等。大多数患者会在1至2周内好转，极少数发
展为重症，甚至危及生命。

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药， 主要为对症
治疗。 近期到过登革热疫区并出现突发高
热、疼痛、皮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时，需
立即做好防蚊措施并就医， 主动向医生说
明旅居史和相关情况， 配合社区及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做好调查及防蚊灭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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