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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提要 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通过吸食病毒液或叮吸有病毒血症的小鸡血后 船感染登革1～4塑 ’ I 
，J病毒，并船在蚊体内增殖。对感染雌蚊子 1和子2代幼虫、雌性或堆性成虫 4559只，分 101批进行 

了病毒检测 自纹伊蚊子 1代的批阳性率：登革 1塑为 10％(1／10)，2塑为22．2286(2：／9)，3塑为 

33．33％(4／12)．4塑为28．95％(11／38)；登革 1～4型的最低子代感染率依次为0 2086、0．7186、 

0．70％和0．6386 子 2代对登革4塑的批阳性率和最低子代的感染率分别为 35 2986(6／17)和 

0．93％。登革 4型感染埃及伊蚊子 1和子2代的最低子代感染率分另|为0．63％和 D．60％ 宴验 

表明．自纹伊蚊和埃及伊蚊能经卵传递登革病毒。在本病地方性疫 区中．这两种蚊 虫在维持登革 

病毒的 自然循环中起重要作用。 

关薯词 登革病毒．蚊虫．自纹 墼，埃及伊蚁．经卵传递 

登革热是由登革(DEN)1～4型病毒引起经伊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广泛分布于全球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与云南相邻 的东南亚地区均属本病地方性疫 区。1978年以来．我国广 

东、海南和广西多次发生本病爆发．井形成地方性流行，亦出现登革出血热爆发⋯，成为该地 

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证 明，埃及伊蚊(Aede$aegypti)和 

白纹伊蚊(Aede$albopictuj)是本病主要传播媒介。国外一些研究还发现，逸两种蚊虫可经卵 

传递4个型登草病毒[2-6]。然而．我国粱凤屏等"l用DEN3病毒感染白纹伊蚊，仅从其子1代 

卵中分离出病毒，而幼虫和成蚊的病毒分离为阴性，未证实该蚊的经卵传递。为阐明我国白纹 

伊蚊和埃及伊蚊能否经卵传递登草病毒，我们用 1～4型登革病 毒感染雌蚊，井对它们的子 1 

和子 2代作病毒检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l 蚊虫 

白纹伊蚊云南株考奉室建立的种群。1992年s月从云南璃爵采集幼虫．带回实验室驯化繁殖 北京株 

自纹伊蚊和埃及伊蚊虫株引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镦生物学研究所建立的实验室种群 本室在自 

控温湿度的实验室内饲养繁殖，温度 28℃±1℃，相对湿度70％--75％，每日光照10--12h。幼虫饲料为1：I 

猪肝馒头粉。成虫供血动物为小白鼠并给予白糖水。 

2 ●糠 

实验用的登革病毒为 1塑 Hawaii抹．2塑 New Gt-_岫 抹．3型 H87株，4塑 H241抹(以上弓I自中国药品 

生物崩品检定所)和分离 自云南白纹伊蚊的 Banl8抹 1。毒株经乳鼠譬内传代两次．收获发病鼠譬，用吉 

20％灭活小牛血清乳蛋白 Hanks液崩成病毒最液供试。 

本文于 1995年 l0月 4日收到．12月 12日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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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体 · 

登革 l～4型病 毒单克隆抗体为中国药品生物捌品捡定所俞永新教授和美国耶鲁大学 Robert E．s}·ope教 

授惠赠。免抗鼠荧光抗体为北京生物翻品研究所和兰州生物翻品研究所制品。登革 1～4型病毒家兔免疫血 

清为本室 自翻。 

4 蚊虫经口感染登革病毒的方法 

将授泡有 10 病毒渣(含等量新鲜脱纤维兔血和 10％葡萄糖)的海绵块或椎球置于平皿 中，然后放入蚊 

笼．让饥饿 24--48 h的 2～4天|争雌蚊 吸食 1～2 h。或者让蚊虫盯吸有病毒血症的小鸡血(2日髂鸡肌 肉接种 

病毒，0．5 mL／只．感染后 2～4 d产生病毒血症)。感染蚊饲养于另外的实验室，保持上述的温显度及光照。仅 

供给 10％葡萄糖水。 

5 蚊虫经卵传递登革寅毒的方法 

经【』感染的雌蚊经饲养繁殖后，对它们的子代幼虫(3～4龄)和飘化后 8～10 d的戚蚊进行病毒检查，观 

察经卵传递情况 

6 病毒检潮方法 

6 1 标本接种 经 口感染的雌蚊及其子代幼虫或戚虫 ．分批研瞎．常规翻戚 10I1悬渣 ．取 上请藏接种 BHK21 

或 Veto细晦进行病毒分高。选琅部分细臆法分离的阳性标本接种乳鼠以分离病毒。 

6．2 免疫荧光试验 采用问接法。感染细胞培养至第 5～7 d时，甩 DEN1—4型单克隆抗体进行检测。常 

规制片和染色，甩OLYMPUS荧光显馥镜观察结果，如出现特异荧光．以 + 为阳性。 

6 3 血凝(HA)及血凝抑制(H1)试验 采用擞量法。取发病 鼠齄．用蔗糖丙酮法翻 备血凝 紊．甩 0 5％鹤血 

球测定滴腰 甩分离株抗原与 DEN 1～4免疫血清作 HI试验，抗原使用8单位，以5O％的直球凝集被抑制 

为终点。 

6 4 中和试验 采用固定病毒稀释血清法。甩 BHK21细臆测 定。 

结 果 

1 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经口感染登革病毒 

雌蚊感染登革 1～4型病毒后第 ll}d，对每株病毒感染的蚊虫各选 1批进行病毒分离，结 

果无论甩细胞或乳鼠均分离出同型病毒(表 1)。表明通过吸食病毒液或叮吸有病毒血症的小 

鸡，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可感染登革病毒。 

衰 1 雌蛀矗囊登革囊●后羹 10 d的■●捡主结果 

Tabh 1 Detection 0f viruses of females mosquitoes∞ the 10th day alter mf~ ion with de~gue n蚺  

·：自皱伊鼓 ．̂ 自 a／~p／ctg*i··：埃及伊鼓．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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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纹伊蚊经卵传递登革 l～4型病毒 

用 DENI～4病毒摩染雌性白纹伊蚊云南株．共检查子 I代幼虫 28批 1528只．成虫 4l批 

1564只。其中 DEN110批 491只，DEN2 9批 281只，DEN312批 569只．DEN4 38批 1751 

只。结果从白纹伊蚊幼虫和雌性或雄性成虫体内分离出登革病毒，子 I代的批阳性率：DEN1 

为 10％(1／10)，DEN2为 22．22％(2／9)，DEN3为 33．33％(4／12)，DEN4为28．95％(11／38)； 

DENI--4的最低子代摩染率依次为 0．20％(1：491)、0．71％(1：140．5)、0．70％(1：142．25)和 

0．63％(1：159．18)。仅从 DENI感染的白纹伊蚊的子 1代幼虫中分离出病毒，而成蚊的病毒 

分离为阴性。其余3个型病毒摩染蚊虫子 1代幼虫和成虫中均分离出同型病毒(表 2)。实验 

证实云南株白纹伊蚊能将DEN1～4病毒经卵传递给子 1代幼虫和戚虫体内，除DEN1的子 1 

代批阳性率和子代摩染率较低外，其它 3个型同差异不大。 

衰 2 ‘橐白拔伊t云南鼍予 1代经睁信薯量革 1～4醐 毒龋 结暴 

T扯 2 Rl d m  m rialm msm~ n 0fdm t,eetypel一‘ tn妇  

iofected Ym  0f眦  咖 m蕾 it瞄  

注：蚊虫用 BHK21绑麓进行病毒分离。 

Note：】 0f ∞  thesem∞ it瞄  pedanned hmcule6on 0f ∞．曲  IlttoBI-~K21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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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EN4感染两株 白纹伊蚊的子 2代共检查 l7批 647只，总的批 阳性率 为 35．29％ 

(6／17)，其中云南株和北京株分别为 36．36％(2／6)~11 33．33％(4／11)。它们的最低子代感染 

率为 0．93％(1：107．s3)，其中云南株为 0．88％(1：113．75)，北京株为 1．04％(1：96)，详见表 

3。结果证明该蚊能垂直传播DEN4病毒，不同来源的两株白纹伊蚊的经卵传递能力没有明 
显差异。 ’ 

寰 3 ‘肇白垃伊t予2代经弗能 量革 4型囊榷 童结果 

TaMe1 R~uhs 0f " “mⅢ  d I~ml8nr 0f dE type4 vnus 

in seco．d pl y 0finfec~ i ∞ 

注与表 2相同。 the一 蕾t|bk2 

寰 4 ‘囊壤置伊t予 1和子 2代疑弗传t量革 4Eml(~ 8糠I检翻结果 

删 e 4 RI 0f抽 删" n卸皿 of B日n18蛐 _Ⅲ 0f dE type4 

_m r戚  。删 d群 址蚰 p主。哪 d _Ⅲ  ̂ 删 mmqmc~xs 

注 蚊虫甩 v哪 舅舅进行病章分离。 

【 e：Gohfion 0f {l哪 t 叫 唧 血嘲 蛐 pE m ed _衄 cIIb d 印  m跚  V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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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及伊蚊经卵传递登革 4型病毒 

用DEN4Banl8株感染雌性埃及伊蚊，共检查子 l代幼虫和成虫 5批 322只，批阳性率为40％ 

(2／5)，最低子代感染率为0．63％(1：161)；子 2代幼虫和成虫 9批 498只，批阳性率为 33． 

33％(3／9)，最低子代感染率为0．60％(1：166)，详见表 4。结果表明，埃及伊蚊能将 DEN4病 

毒垂直传播给子代幼虫和成虫体内．子 1和子 2代的感染率基本相似。 

4 感豢 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子代病毒的分离和鉴定 

对上述 DEN1～4病毒感染雌蚊的子代接种细胞出现免疫荧光I归性者．各选 1批原始蚊悬 

液接种乳鼠，结果均能 引起乳 鼠连续两代发病和死亡。发病 鼠脑制备的抗原具有血凝特性 。 

分离到的病毒与 DEN1～4免疫血清作中和试验，均证 明与原登革病毒株 同属一个 型别(表 

5)。 

寰 5 毫囊白蚊伊垃和壤置伊垃子 1和子 2代的登簟tglt~．■和薹宅结果 

Table 5 Iso]at／on and idemifica6on dengu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呦 Il。m  prog~y 

ofinfectedAeries d 6 》 andAeries~gypti mosqui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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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Rosen等 “、Mitchell等 和 Shroyer[‘ 相继在不 同的实验室证明白纹伊敷 能经卵传递登 

革病毒，并能垂直传播给子 2和子 3代。R0sen【’ 还证明感染 DEN1～4病毒的雄蚊与雌蚊交 

配后，可将病毒传给雌性及其子代。最近，Serufo等[ 从巴西野外采集的白纹伊蚊幼虫中分 

离出两株 DEN1病毒．并进一步甩 PCR技术从分离阳性 的原始幼虫标本 中扩增 出 DEN1基 

因。本研究证明，我国白纹伊蚊经吸食病毒液或叮吸有病毒血症的小鸡血后，不仅能感染登革 

病毒．并可在蚊体 内增殖，还能从感染雌蚊的子代蚊中分离出病毒，该蚊的子代最低感染率与 

国外报道相似。实验和现场证据充分说明．白纹伊蚊确实能将 DEN1～4病毒垂直传播给后 

代。 

Khin等 和 Hul1等 曾分别从捕 自缅甸和特里尼达 自然界埃及伊蚊 幼虫体内分离出 

DEN2和 DEN4病毒。陈文洲等“ 还从海南岛野外雄性埃及伊蚊中分 离出 DEN2病毒。此 

外，Rosen等[2l和 台湾学者 Chen等 “̈的实验亦表 明该蚊能经卵传递登革病毒。莪们 研究 

亦显示．我国埃及伊蚊也能将 DEN4病毒传播给子 l和子 2代。表E慨 论 白纹伊蚊或埃及伊 

蚊均具有经卵传递登革病毒的能力。 

弄清登革病毒在自然界长期保存机制，对预防和控制本病较为重要。国外报道和本研究 

表明，伊蚊垂直传播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东南亚以及广东和海南本病地方性疫区中，该病毒 

的保存和传播是否与此有关，值得深入研究。李雪东等【】 和我所_8 曾先后从云南 自然界自纹 

伊蚊中分离出DEN4病毒。虽然本省人群中亦存在该病毒自然感染，但一直未发现受革热流 

行。云南登革病毒究竟如何在自然界保存和传播，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云南虽无埃及伊蚊 

分布，但 白蚊伊蚊分布较广，属野牺蚊种，分析认为除某些野生动物参与外，白纹伊蚊经卵传递 

保存登革病毒可能起一定作用。 

国外研究认为，随着白纹伊蚊分布区的扩大，登革热亦可随之蔓延扩散。张升等u 研究 

发现，我国不同地理株白纹伊蚊均对登革病毒敏感。本研究证实，我国白纹伊蚊不仅对登革病 

毒易感 ．而且能经卵传递该病毒。当前，世界登革热疫区不断扩大，而白纹伊蚊在我国分布广 

泛IJ ．因此，提高警惕．加强白纹伊蚊的监测，对预防本病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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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ietus and A耐  o~ ypti M 惦 quitoes 

Hailin Mi Zhu~0ng ZIlang Yun~i 

(Yun~ nP瑚 im妇Z b~titute ofE ￡ 喇t D 嬲  

Controland胁 4 ，Dali， n~lan P 附 6710o0) 

^ 口髓叫 础 aI1d ．删 ， f mc~lmtoes f舢 main】and Chilla weze tested f0 their abil— 

ity to tra~ rial nan锄 i嚣i0n of dE删 Ile(DEN)vinlses．DEN1～4 vinls墨 for experiment weIe 

prototype dengue Iins(Hawaii，New G n曲，H87 and H[241)粕d Banl8捌[rain of DEN4 olat— 

edhom Ym~an，a ．Pan~malfemales of ．albopict~ aI】d W哦 orallyinfect~ 

withDEN1～4 vjn玛曙，and4559．~ and adldl ofF1 andF2generationsfr∞ Iinfected~ thers 

w盯e divided iIl∞ 101 pools for the detection of th vinl9es．The positive rates of D00ls f舢  
．  

口 帅 蝣 ofF1W唧 l0％(1／10)forDEN!，22．22％(2／9)forDEN2，33．33％(4／12)for 

DEN3 and 28．95％(11／38)for DEN4．The minimum fiUal infection rates(MF]R)of ．a1． 

tm ofF1 w successively 0．20％，0．71％，0．70％ and0．63％ forDENl～4．TIle positive 

rates of andMFIRf啪 I ．口 叩 蝣 0fF2W唧 35．29％(6／17)and0．93％ forDEN4． 

nIe positive rates of f舢  ．删 f ofF1 andF2咖 60％(3／5)and 33．33％(3／9)， 

and their MFIR were 0．63％ aI1d 0．60％ for IIEN4，respectively．The pe m∞ tal studie~ 

sb0Wedthatinfected ．a／boplct~ and ．o~ pti female~are capable oftraⅡs口Ⅷ 讪 ytrails— 

mitring DENI～ 4 viru~ tO their offspring，and these tw0 species ofⅡ10squit吣 from mainland 

Chim  have the i~tential mle in I1e natural eyrie of the n血 tena【loe of dengue vinlses in 曲 d c 

areas 0f the djsea ． 

K ’-0 Dengue nl瞄 ．Mosquitoes，A s albopia~ ，A 饿螂  ，T瑚 ja伯 c舳 一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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