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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家卫卫健健委委
对对““全全面面消消灭灭蚊蚊子子””建建议议作作出出回回复复
专专家家揭揭秘秘““蚊蚊子子的的秘秘密密””

并并非非所所有有蚊蚊子子
都都是是

日前，对于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开展全面消灭蚊子的建议》，国家卫生健康
委作出答复。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答复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中
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从源头上控制有害病媒生物，降低传染病通过媒介传播
风险。

消灭蚊子是不少人的愿望。但是，蚊子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害虫吗？蚊子能被
完全消灭吗？记者采访军事医学研究院媒介生物学家赵彤言，解密了“蚊子的秘密”。

“建议消灭蚊子”
为何引发社会共鸣

“全面消灭蚊子”的建议和
国家卫健委的答复，引发了网
友的广泛共鸣。之所以如此，
主要因为蚊子的确令人生厌。
蚊虫叮咬给酷热的夏季再增一
些烦躁，让睡眠不佳的人更难
入眠。并且，蚊子数量和种类
很多，似乎无孔不入、防不胜
防，蚊帐、蚊香片、防蚊药水等，
都难以完全防住蚊子。此外，
蚊虫叮咬还能致病，轻则导致
皮炎、皮肤过敏等疾病，重则让
人染上登革热、疟疾、丝虫病等
传染病。假如不考虑其他影
响，很多人都由衷地希望蚊子
从此销声匿迹，让“天下无蚊”
变成现实。

更要看到，蚊子带来的影
响与威胁，呈现出逐渐加剧趋
势。受气候变化、人口流动性
增加等因素影响，很多过去无
蚊的地方，现在也出现了蚊子；
过去只有夏季多蚊的地方，现
在冬季也出现了蚊子。新冠肺
炎疫情大幅提升了民众的传染
病防范意识，再加上虫媒传染
病不断增加，因此很多人担心，
倘若有一种致病性较强的病毒
经蚊子传播，将更加防不胜防。

热议此事，还因为灭蚊的
确难度很大，有时还会面临两
难选择。蚊子虽然有害，但完
全将之灭绝，以蚊为食的鱼或
鸟或许面临食品短缺的风险，
进而导致生物链断裂。此外，
一些看似很管用的灭蚊方法，
同样可能存在风险。比如运用
化学方法灭蚊，可能导致污染。
即使是一些高科技灭蚊方法，
也同样存在风险。广东省曾推
出“以蚊治蚊”方法，在“蚊子工
厂”里培育一些特殊的雄蚊放
到野外，与野生雌蚊进行交配
致其“绝育”。这种办法虽然很
奇特，但也有人担心，此举可能
导致蚊子出现变异，甚至一旦

“绝育”失败，可能催生出新的
蚊子品种。

由此看来，真正的灭蚊硬
招，不是完全消灭蚊子，事实上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是将蚊
子数量控制在一个理想水平；
不是通过化学药品、生物制剂
等手段直接杀灭，而是应该主
要通过环境改造等间接方式，
消除蚊子容易滋生的场所，打
造干净整洁的城乡人居环境，
循序渐进降低蚊子的密度。其
实，国家卫健委的这次答复，体
现出的正是这种理念，这也是
该话题能够迅速引发社会共鸣
的原因之一。

蚊子虽小，却关系到个人
生活质量，更与传染病防控、生
态保护等重大社会话题息息相
关，的确值得社会深入探讨。
很多人热议此事，其实也是看
到了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是参
与意识的体现，是对这个话题
受到人大代表和国家卫健委重
视的认可，是对不断加强蚊虫
科学防治的期待。

据《羊城晚报》《北京青
年报》

蚊子会被热死？
低温高温
都可能影响蚊子生存

谈到蚊子，想必大家都不
陌生。但是，“名字里带‘蚊’
字的并非都是蚊子，人们常说
的会吸血叮咬、传播疾病的

‘蚊子’，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纲
双翅目蚊科的一大类昆虫。”
赵彤言介绍，目前蚊子共有巨
蚊亚科、按蚊亚科、库蚊亚科
等3个亚科，在全世界范围内
分布广泛。

有不少网友讨论，今年夏
天的蚊子变少了。实事果真
如此吗？对此，赵彤言没有直
接回答。“各地的体验可能会
有不同，如果天气炎热、降水
少，蚊子的多少确实可能受影
响。”赵彤言说。

蚊子如何才能变少呢？
赵彤言解释，温度、湿度和降
雨会影响蚊子的生长发育，进
而影响其密度。所有的昆虫
都是变温动物，温度影响着昆
虫的生存发育。蚊子允许生
存的温度约为8℃至40℃，最
适宜的温度为22℃至30℃。
对于蚊子来说，低温和高温都
有可能对其生存产生不利
影响。

“还有一点是，蚊子需要
在水里生存，尤其在幼虫阶
段。大家觉得‘蚊子变少了’，
可能是指白纹伊蚊少了，这是
一种容器型积水蚊子。花盆、
瓶罐容易产生积水的地方，容
易孳生这种蚊子。天气炎热、
雨水少了，这些容器里的积水
变少，也就没了适宜蚊子生存
的环境。同样，降雨也会冲走
容器中的积水降低蚊虫密度，
然而随着积水再次形成，蚊虫
的密度还会恢复。”

不过，赵彤言也表示：“有
时人的感觉不一定全面、准
确，不能简单地说‘蚊子多了’
或‘少了’。可能城区里蚊子
少了，乡村里蚊子却不见少。
比如，三带喙库蚊主要生长在
稻田积水中，不仅降雨和气温
是影响因素，灌溉和晒田也可
能是影响因素。”

“城市里开展的蚊虫防治
项目也会导致蚊子减少。大
家感觉蚊子少了，也有可能是
人为干预。”赵彤言表示，除了
天气等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
也会影响蚊虫的生存。

蚊子在地球上普遍分布，
目前已有约4000种蚊子被发
现。赵彤言介绍，在中国，有记
录的蚊子超过400种，越往南的
地区蚊子种类越多样，在海南、
云南等地分布的蚊种很多；而
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相较于南
方，蚊虫的种类较少，但绝对密
度更高，尤其是在森林、沼泽等
区域。

“雌蚊一般在水里产卵，卵
孵化后变成幼虫。幼虫有四个
龄期，在水里以浮游生物为食。
接下来，幼虫变成蛹约两天后，
蛹会羽化成蚊飞出。”赵彤言表
示，一般来说，雄蚊的寿命很

短，只能存活一到两个星期；而
雌蚊能存活超过一个月。

一般情况下，同一批卵里
先孵出来的是雄蚊，雌蚊羽化
24小时后，开始群舞、交配。交
配过后，雌蚊开始寻找宿主，也
就是吸血的对象。吸血完成
后，血液不断消化，卵巢不断发
育。发育成熟后，雌蚊开始产
卵。在这个过程中，交配后储
存在受精囊里的精子会释放出
来，变成受精卵。产完卵后，雌
蚊再次寻找宿主，开始第二次
吸血。之后蚊子可以不用再交
配，继续用受精囊里的精子
产蚊。

“从蚊子交配后的吸血、产
卵，到第二次吸血之前，称为一
个生殖营养循环。”赵彤言说，
在气温约25℃的条件下，蚊子3
至4天就能完成一个生殖营养
循环。

不过，有些蚊子并不需要
吸血就可产卵。“存活在我国北
方的凶小库蚊，以及尖音库蚊
复合组的骚扰库蚊，都是自育
性蚊虫，在羽化后不吸血就可
产卵。”赵彤言表示，并非所有
蚊子都是讨厌的“吸血鬼”，有
一些蚊科昆虫本身不吸血，比
如巨蚊不仅不吸血还吃蚊子。

蚊子靠吸血存活？
有些蚊子并不需要吸血就可产卵

吸血的蚊子让人不堪其
扰，还会传播疾病。赵彤言表
示，按宿主动物分类，蚊子有嗜
吸人血的，也有嗜吸动物血的。
嗜吸动物血中还细分为鸟血、
牛血等，这在传染病研究中具
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嗜吸牛
血的中华按蚊，是疟疾和丝虫
病的传播媒介。”

赵彤言表示，在全球范围
内，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主要有
寄生虫病和病毒病两类；寄生
虫病包括疟疾、丝虫病等。
2021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消
除了疟疾。但在世界范围内，
由蚊子传播的疟疾仍然是影响

人类健康的最大传染病。另
外，蚊子还传播一些蚊媒病毒
病，如常见的登革热和乙型脑
炎。“有一些输入型疾病的传播
媒介也是蚊子，如寨卡、基孔肯
雅热等。”

近来，网络上也有人提问，
蚊子会传播新冠病毒、HIV病
毒吗？赵彤言表示，国内外对
此都进行过相关研究，目前没
有实验结果表明蚊子能传播新
冠和HIV病毒，大家在日常生
活中不用太担心。

引发疾病是蚊子主要的危
害之一，但在日常生活中，蚊子
吸血带来的“痒”和声音骚扰的

影响也不容小觑。
什么样的人“招蚊子”？赵

彤言表示，人的二氧化碳呼出
量和汗液成分影响蚊子的偏
好。有的人呼吸量比较大，容
易招惹蚊子；有的人汗液里的
乳酸和氨水达到一定配比，也
容易招惹蚊子。

那么，蚊子是否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其实也不尽然。“有
的蚊子是传播花粉的昆虫，在
吸食花的汁液时会发挥传粉的
作用。传粉对整个生态系统，
包括农作物生长和植物繁育，
是有意义的。”赵彤言说。

蚊子都是害虫？
有的传播疾病有的却能传播花粉

在生产生活中，蚊子“犯
事”又“烦人”，我们该怎么去应
对呢？

据悉，近年来，国家卫健委
不断加强蚊虫防制的科学化管
理，积极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国
家级病媒生物监测点已达1097
个，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蚊虫
等病媒生物生态学、病原学和
抗药性监测网络，为蚊虫及蚊
媒传染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
控制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也
为科学选择蚊虫控制杀虫剂提
供了决策依据。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中国医学昆虫学家陆宝麟就提
出了蚊虫综合防治理论。赵彤

言介绍，蚊虫综合防治是从蚊
虫与环境以及社会条件的整体
观念出发，根据标本兼治而着
重治本的原则，因地因时制宜
地针对有害蚊种综合采用化学
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环
境防治的方法，把传播疾病的
有害蚊种的密度降到不足以构
成危害的水平，并在有条件的
局部地区把它清除。在大规模
灭蚊方面，与农业结合的稻田
养鱼、湿润灌溉等措施也是当
前施行的重要灭蚊方法。

“鱼在稻田里吃蚊子幼虫，
蚊子的密度就降低了；湿润灌
溉避免了大面积和长时间连续
的农田积水，蚊子就少了。”赵

彤言说。我国城镇开展的治本
清源清除蚊虫孳生地的活动，
也是一种大规模的灭蚊行动。

有报道称，某些高校和研
究机构培育并投放了一批经过
特殊处理的绝育蚊子，力图通
过不育蚊子与野生蚊子交配实
现种群数量的下降。赵彤言表
示，此项研究目前尚处在科学
探索阶段和扩大试验阶段。“科
学技术在不断发展进步，人类
和蚊子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

蚊子有可能灭绝吗？“城市
环境变迁对蚊子的存活数量是
有影响的，但是蚊子不会因此
灭绝。”赵彤言认为，人类灭绝
蚊子的可能性极小。

蚊子能全消灭吗？
人类灭绝蚊子的可能性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