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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动物志》序

自然环境和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一个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从本省的实

际出发，按照自然的和经济的规律制订发展规划，才能有的放矢，具有可靠的科学基础．动

物是可更新的资源，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环节，必须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才能用之不

尽，取之不竭，以保持我们赖以生存的优良环境． · ’

贵州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隆起在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盆地之间，西接云南高原，东

临湖南丘陵山地．境内山峦起伏，河流密布，大娄山，苗岭纵横全省，地形复杂，植物繁

茂，乌江、盘江分流南北，河谷深切，滩险水急。全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凡此种种自然条件，均有利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其种类之众多，资源之丰富，可

以想见。但过去有关动物的调查，零星者居多，或限于时日，或拘子地区，缺乏全面系统的

探讨。如何查清这些资源，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为当务之急．

1974年春，在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及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由遵义医学院伍律教授

组织我省虿关专业人员，前往云雾山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同年秋，成立《贵州动物志》编委

会，由伍律教授任主编，金大雄教授和郛振中教授任副主编，并拟订计划，盼工如下：遵义

医学院负责两栖类，爬行类的撰写工作，并主持鱼类的调查及撰写工作，贵州省博物馆负责

鸟类的撰写工作，贵阳医学院负责蚤目、吸虱目，蜱螨亚纲、蚊科、食虫目、翼手目，啮齿

目的撰写工作，贵阳师范学院负责灵长耳，鳞甲目、兔形耳、食肉目，偶蹄目的撰写工作，

贵州农学院负责主持农林昆虫的调查及撰写工作，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负责家畜蠕虫的撰

写工作。调查工作进行七年多，其范围包括30多个县，市和60多个区，采集各类标本数万号，共

计2455种(包括亚种)。撰写i作历时三年有余。脊椎动物部分由伍律教授审改定稿，医学

动物及农林昆虫部分由金大雄教授和郭振中教授分别审改定稿。

在调查工作中，得到了贵州省林业厅，贵州省农业厅，贵州省外贸局、贵阳黔灵公园和

各地(州)市，县有关部门以及国内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的大力协助支持。书稿撰写过程

中，贵州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此外，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朱煜如、

黄威廉，刘屹夫、达昭，安迪伟、徐用武，胡培荣等负责同志经常给予指导，并帮助克服工

作中的困难。杨仙楹、李德俊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贵州动物志》能够问世，是和以上单位

的支持以及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贵州动物志》编委会
lgS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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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是重要的医学昆虫之一，与医学有密切的关系，在贵州省已有四十余年的研究历

史。《贵州蚊类志》是贵州省现阶段蚊虫研究的系统总结。共记载12属108种(包括亚种)，

分上、下两卷，上卷包含总论、库蚊亚科和巨蚊亚科，下卷包含按蚊亚科。

本卷除总论外，记载库蚊亚科的伊蚊属、阿蚊属、库蚊属、脉毛蚊属，费蚊属、领蚊

属、直脚蚊属、局限蚊属、杵蚊属和蓝带蚊属以及巨蚊亚科的巨蚊属等11属83种(包括亚

种)。每一蚊种均包括学名、鉴别特征、形态描述、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分类讨论和医学

重要性等项内容。书中附有各级分类阶元的检索表，对某些同物异名和错误记载作了讨论和

澄清。少数见于记载，但属存疑的或尚无标本以资证实者见分类讨论项下．

蚊种描述系根据采自贵州省的标本，并尽可能地核列其他省标本；对其个体变异给以足

够的注意。蚊种名称和形态名词，主要是沿用《中国蚊科志》编写组编订的《中国蚊类拉汉

名称》(试用稿)和《蚊类形态名词》所采用的名称和名词，但在个别地方略有更改．所附

插图和图版，除个别蚊种的个别虫期因缺乏标本系仿绘自有关文献外，均系绘自贵州实物标

本的原图。
!

《贵州蚊类志》的编写工作，是在贵州省科委的统一组织和支持下，予1974年由孟庆华

教授主持和指导下进行的。经过十年的野外补点调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42种贵

州省新纪录，其中包括4个新种和5种国内新纪录．按照原来的分工，孟庆华教授承担撰写

总论部分，但到编写阶段，孟老因病未能执笔．尽管如此，他仍对本志的编写系之于怀，并

在病床上审阅了部分各论初稿。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军事医学科学院陆宝麟教授、第二军医大学瞿逢伊教授，白求恩

医科大学苏龙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素芳副研究员在专属编写方面给予悉心的指

导，李蓓思同志在编写阿蚊属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金大雄和李贵真教授在编写技术上给以

具体的指教和热心的帮助并审阅全稿，贵州省寄生虫病研究所沈定荣，张培轩和张思淼同志

提供或惠借了部分标本，使我们能观察和核对较多的实物标本，从而加速了编写工作的进

程。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黄耀民博±惠赠重要文献。赵红同志协助绘图并在标本采集，制作和

资料整理方面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参阅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但是由予

编者水平所限，舛误疏漏之处实属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7
胨汉彬

1984年11月予贵阳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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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一‘_

贵州蚊虫研究史略

气一f’

‘
‘

，

中国对蚊虫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刘安《淮南子》就有。水虿为

始，．孑孓为蚊，腹育为蝉"的记载。汉代的《尔雅义疏引》及《东方朔传》等，对蚊类的形

态、习性，已有生动的描述。此后的各个朝代，对蚊虫的危害及其防治，也有科学的记载。

然而，就蚊虫的现代分类而言，是以瑞典的林奈(Linnaeus)于1758年首次记述库蚊属Cul-

ex)和尖音库蚊(Culex pipiens)为起点。在中国，最早是1±tWiedemann于1828年记述迷走库

蚊，(Culex vaoans)和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为起点。此后的一百年中，仅见外国人

作了零星报道。中国人有关蚊虫分类研究报告始见于二十年代(钟惠澜等，1928，1929；李宗恩

等，1928)。从三十年代起，随着流行病学发展的需要，蚊虫调查和研究才逐渐增多，有代表性的

如何琦(1931)对北京地区蚊类的研究，吴希澄(1936)对杭州蚊类的记载，冯兰洲(1938)对中

国早期蚊类文献的综述，1共记载12属98种，+周钦贤(1949)对西南地区特别是滇西的蚊类’调

查，增加了一些新纪录，使我国当时已知蚊类达到14属143种。解放后，中国在蚊类的形

态、分类，生物学、医学重要性及防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较大的进展。在分类区系方面，

通过广泛的蚊相调查，特别是东北，西南、华东和华南部分地区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尤其

是近年来，结合中国蚊科志和地方志的编写，这项工作进_步向纵深发展，新种和新纪录有

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目前中国蚊类已知15属超过300种，：蚊种数量比解放前增加一倍以上

(表I-I)，其中某些属或亚属，如领蚊属，伊蚊属、蓝带蚊属和库蚊属的库状蚊亚属蚊种数量

增加更有突出。近年来，对某些重要类群，如中华按蚊种团，盾纹伊蚊组，白雪伊蚊组、．杂

鳞库蚊组和尖音库蚊组等，进行了亲缘种和种下分类研究并有所突破，澄清了分类学上长期

存在的某些混乱现象。

随着蚊虫研究的深入开展，还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中国蚊虫检索表》(孟庆华。

一 一

，。襄I一1中国已知蚊类解放前后比较⋯
。‘ 一

1949
’‘

1963

属

种

一 12 。

‘j

98 ·—”

，，，14 ．，

143 ．茸

一14 ；

229

’

15

337



·2· 贵州蚊类怎

1955)、《中国按蚊的分类习性与防治》(孟庆华，1957)、《中国蚊虫描述汇编》(冯兰洲主

编，1958)，‘中国按蚊鉴定手册》(陆宝麟，1959，1974)、《中国库蚊鉴别手册》(孟庆

华，陈汉彬，1980)，《蚊虫及其检疫》(马素芳，1979)、《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

(陆宝麟主编，1982)和《中国蚊虫分类系统和检索表》(盂庆华、陈汉彬，1986)等。

贵州省素来被称为“瘴疠之地，，，长期以来人民深受蚊虫危害，但蚊虫研究起步却相对

较晚，解放前几乎是空白，见于记载者，仅有姚永政和吴征鉴(1944)记述贵阳按蚊一新

种，此外，尚有陈国杰等(1940)曾在遵义县老蒲场疟疾调查中发现4种按蚊。解放后，遵循

。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原则，在开展抗疟工作中对按蚊做过较大量的调查。与此同时，

结合丝虫病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流行病学研究，对库蚊亚科及巨蚊亚科也作了一些调查，其

中有代表性的如孟庆华(1952)对贵阳市和册亨县等地的调查；金大雄等(1957)对榕江、天柱等

地结合丝虫媒介的调查，吴家荣(1958)对锦屏的蚊相调查等。此外，贵阳医学院生物学教研

室和贵州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也相继对贵州省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了较全面的调

查，发现了一批新种(表1-2)和新纪录，并对某些与医学有密切关系的类群进行了系统整理

和澄清，使贵州省的蚊类从解放前仅知1属5种到解放后孟庆华(1955)记载的5属33种、陆

宝麟(1957)记载的5属32种，卢剑云(1958)记载的7属70种，增加到目前的12属108种(包

括亚种)(表1-3)o 一

袭1—2以贵州为模式产地的蚊种
7

蚊 种
’

l 产 地

贵阳按蚊Anopheles(Ano．)Kweiyangensis Yao and wu，1944 I贵阳，海马冲

黄氏库蚊Culex(Culex)huangae Meng，1958 I贵阳(副模)

平坝伊蚊Aedes(Edwardsaedes)pinpaensis Chang，1965． 1平坝，小野鸭塘

榕江伊蚊Ae．(Stegomyia)rhungiangensis Chang and Chang，1974l榕江，新安

苗岭库蚊Culex(Eumelanomyia)miaolingensis，Chen，1982 f贵阳，森林公园

贵州库蚊Culex(Culex)guizhouensis Chen and Zhao，1984 l贵阳，贵阳医学院

膨跗局限蚊Topomyia(Suaymyia)tumetarsalis Chen and ChangI罗甸，罗悃，罗羊
孟氏-f带蚊Uranotaenia(Pseudoficalbia)mengi Chert et a1．， I赤水，复兴

袭1-3贵州省已知蚊类解放前后比较

本志所著录的标本，采自包括贵阳市，安顺，遵义，铜仁地区，六盘水市以及黔南，黔

东南和黔西南自治州等81个县市的两百多个采集点。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县市仅局限在城关周

围进行了一般性调查或附带性采集，蚊相调查比较深入的有贵阳市、福泉(马场坪)、平坝



上篇 总论

(小野鸭塘)、镇宁(黄果树)、兴义(仓更)、紫云(猴场)、望谟(桑郎)、册亨(巧马)、罗甸(罗

羊、八茂、罗悃)、荔波(朝阳，茂兰)、绥阳(洋川、宽阔水)，赤水(葫市，金沙，复兴)、习

水(土城、温水)，凯里(大溪，加罗)、锦屏(茅坪，同古)，’麻江(白午)、从江(新安，腊

俄)、榕江(八开、丹江)，黄平(IH州)、台江(西江)，剑河(昂英)、雷山(永乐)、德江(煎

茶)等。 ，，一 ，、

虽然贵州省有代表性的地区都已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蚊相调查，但调查点还相当局限，毕

节地区、遵义地区和六盘水市的区系还很不清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_、

}
‘

，．

， f

．二，蚊虫鉴别形态

蚊虫的外部形态是分类鉴定的主要依据。研究蚊虫，首先要认识蚊种，因而，必须了解

其鉴别形态和分类学特征。 。．，．
。一，：：¨ ， ．：。。 j、：

蚊类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双翅目，长角亚目j蚊总科，蚊科(Cullcld．ae)．在形态

结构上具有昆虫纲的一般特征。 ．。’_

’

：_：l?一一⋯“‘。一．1一o’‘。。

蚊类和其它双翅耳昆虫的主要区别是：喙细长：属刺吸式口器，适于吸食液体食物，翅

脉特殊，翅脉和翅缘有鳞片，足细长，被以鳞片．身体其它部分，如头：胸部以及多数种类

的腹部也有鳞片，幼虫胸部比头部和腹部宽大且不分节． ，

蚊虫属全变态昆虫，其生活史包括卵、幼虫(-T孓)，蛹和成虫四个时期．

一⋯、一⋯一一，r⋯⋯一。’{
。

_'

‘～

： +成： 虫、、
“

“’“⋯
J。7。j 7．

。●

。～

成蚊多为小型昆虫，体型最小的如某些蓝带蛟翅长不及2-毫米，体型最大的华丽巨蚊翅

长可超过15毫米．体型大小不但因种而异，而且可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成蚊整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图1)．头部有发达的感受器和摄食器官，胸部由三

体节组成，有翅和足等运动器官，腹部由11节组成，节疆一Ⅺ特化为外生殖器，体表被以几

丁质的外骨胳和种种衍生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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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璧及其衍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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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体壁由上皮(epidermis)，基膜(basement membrane)及表皮(eutleh)三部分组

成。表皮含有几丁质(chitin)，一般以几丁一蛋白质复合体而存在，经骨化而变为骨片，即外骨

胳，具有保护内部器官及防止水分蒸发的功能。某些骨片和体节之间或附肢关节处的体壁可

未明显骨化而保持其柔软性，使身体各部分可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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