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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我国西沙群岛吸血昆虫的种群动态以及鼠形动物病原感染情况#为当地传染病防控提供资料&

方

法
!

!"#Q

年
#

月至
&

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石岛以灯诱法诱捕昆虫#每个月
!

次&结合形态和分子特征对昆虫进行种类

鉴定并统计种群数量&用胶体金试剂条和
cKX

检测鼠形动物的常见病原感染情况#依据形态学初步鉴定鼠形动物体外寄生

虫&

结果
!

西沙群岛的吸血昆虫中#库蚊'阿蚊和库蠓为优势种群#蠓在
Q

月密度最高$

DD<DDd

#

$FBQ

"

#!D&%

%#并在西沙群

岛采集到贝氏司蛉$

,a##

%&鼠形动物血清中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QDd

$

#

"

!F

%和
#Q<""d

$

&

"

D"

%#鼠疫和立克次体病抗体均为阴性&巢氏
cKX

扩增
&"

只鼠形动物的立克次体
H"&DB

基因片段#阳性

率为
##<Q%d

$

B

"

&"

%&获得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虫共
!QB

个个体#其中革螨占
F%<DDd

$

!%!

"

!QB

%&

结论
!

吸血昆虫在西沙群

岛未见明显的种群动态变化#本研究首次记述了西沙群岛的白蛉(鼠形动物中恙虫病立克次体和
!

种细菌的毒素携带率较高&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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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沙群岛远离大陆#地理距离遥远#交通不

便#其鼠形动物和吸血昆虫的调查缺乏系统性)

#EQ

*

#

种群动态和鼠形动物的病原感染情况甚少报道)

DE$

*

&

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

&

*的基础上#于
!"#Q

年
#

月至

&

月用灯诱法捕捉吸血昆虫#依据形态和分子特征

鉴定种类'统计数量#首次记述了西沙群岛的白蛉(

并应用免疫学方法和分子特征检测鼠形动物的病原

感染情况&

>

!

材料和方法

#<#

!

主要试剂及仪器
!

SP5E"!R

功夫小帅灭蚊灯

$武汉吉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YE#$

奥林巴斯体

视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电子恒

温水浴锅$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1-7-

P6

cKX

扩增仪

$美国
'

HH

3-+*R-/;

8

;7+,;

公司%(三氯甲烷$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立克次体病抗体'鼠疫抗体'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快速检测

试剂$胶体金法#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检验研究中

心%(

?>']/3

基因组
?>'

抽提试剂$美国
A2:-71/

N

+2

公司%(

!eE&

U

cKX

预混液$北京艾德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琼脂糖$西班牙
R-/O+;7

公司%&

#<!

!

标本采集
!

!"#Q

年
#

月至
&

月在西沙群岛的

永兴岛和石岛以灯诱法诱捕昆虫#每个月
!

次&方

法同文献)

&

*#在现场初步挑出鳞翅目的昆虫#其他

样本用
&Dd

乙醇保存#带回实验室&鼠形动物为文

献)

&

*采集的样本#麻醉后检获体外寄生虫(现场心

脏取血#离心分离血清(并解剖取得脾脏#

X>'

保存

液保存&

#<%

!

吸血昆虫种类鉴定
!

依据3中国重要医学动物

鉴定手册4

)

B

*

'3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九卷#双翅目

蚊科4

)

F

*和3中国蠓科昆虫!昆虫纲#双翅目4

)

#"

*的检

索表#在体视显微镜下检获吸血昆虫#并依据成虫外

部形态进行鉴定#分别统计数量&随机选择依据形

态特征鉴定为白蛉的个体#依据线粒体
?>'

$

,-7/(L/2*1-)3?>'

#

,7?>'

%细胞色素氧化酶亚

基
'

$

(

8

7/(L1/,+/G-*);+;0I02-7

'

#

K@

'

%序列

进行分子鉴定&步骤如下!

?>']/3

抽提单只白蛉

个体的基因组
?>'

#扩增引物依据文献)

##

*合成#

正向
S+

H

JDkE'PPK''KK''PK'P'''Z

'P'PPZZE%k

#反向
S+

H

XDkEP'' 'KPPKP

ZZ'PZPKK''''''PK'E%k

&反应体系中包

含
!eE&

U

cKX

预混液
#!<D

%

S

#

#"

%

,/3

"

S

上'下

游引物各
"<&D

%

S

#模板
#

%

S

#加水至
!D

%

S

&反应

条件为
FQf!,-2

(

FQf%";

#

QDf%";

#

&!f#

,-2

#共
Q

个循环(

FQf%";

#

QFf%";

#

&!f#,-2

#

共
%D

个循环(

&!fB,-2

&扩增产物经
#d

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后#采用四色荧光标记的双脱氧末端

终止法测序&所获序列用
5+

_

,)2

软件包检查峰图

后#在
Z+2R)2b

网站中以默认参数进行
I3);7

搜索#

确定种类&

#<Q

!

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虫鉴定
!

首先制作鼠体外

寄生虫的玻片标本#之后在显微镜下依据3中国重要

医学动物鉴定手册4

)

B

*的检索表进行种类鉴定&玻

片标本的制作步骤如下!取出寄生虫#在吸水纸上吸

干乙醇溶液#置于洁净载玻片上#用霍氏液$蒸馏水

D",S

'水合氯醛
!""

N

'阿拉伯树胶
%"

N

和甘油
!"

,S

%封片#放置于
Q"

$

D"f

烤箱内烘烤至干燥#在

烘烤过程中注意随时补充霍氏液#待完全干燥后#置

于玻片盒中保存&

#<D

!

鼠形动物病原体抗体或毒素检测
!

采用胶体

金试剂条#按说明书操作和观察结果#用生理盐水稀

释鼠形动物血清为
#W#"

#检测立克次体病抗体和

鼠疫抗体&为提高检测效率#将部分待测血清的浓

度提高至
#WD

和
#W#

进行立克次体病抗体的检

测(检测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和
'

型肉毒毒

素的鼠形动物血清稀释比例均为
#W#

&

#<$

!

巢式
cKX

扩增鼠形动物立克次体
H"&DB

抗原

基因的部分片段
!

?>']/3

抽提鼠形动物脾脏组织

的基因组
?>'

#进行
!

次
cKX

#扩增
H"&DB

表面蛋

白基因部分片段#引物序列如下)

#!

*

!第
#

对引物#正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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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沙群岛吸血昆虫的种群动态和鼠形动物病原感染检测

向
H"&DB

H

#DkE'PZKP'KP' Z'ZK'ZKPZ

PPE%k

#反向
H"&DB

H

!DkEZP' 'PK 'P' ZKP

Z'ZZP'ZZE%k

(第
!

对引物#正向
H"&DB

H

%DkE

KZP ZZ' PPK Z'P ZKP 'Z' 'KE%k

#反向

H"&DB

H

QDkEZP' 'KZ K'Z ZP' KZP 'K'

'KPE%k

&第
#

次扩增反应体系#含
!eE&

U

cKX

预

混液
#!<D

%

S

#

#"

%

,/3

"

S

的第
#

对引物各
#

%

S

#模

板
!

%

S

#加水至
!D

%

S

&反应条件为
FQf!,-2

(

FQf%";

#

D"<Df%";

#

&!f#,-2

#共
%D

个循环(

&!fB,-2

&以扩增产物为模板进行第
!

次
cKX

反

应#除引物为第
!

对引物'退火温度为
D!<Df

外#其

他与第
#

次扩增的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相同&

cKX

扩增产物经
!d

琼脂糖凝胶电泳#在凝胶成像系统

下观察结果&阳性对照样本为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供的恙虫病立克次体的基因组
?>'

&

?

!

结
!

果

!<#

!

吸血昆虫
!

本研究对西沙群岛
!"#Q

年连续
&

个月的灯诱吸血昆虫进行鉴定和统计#结果显示昆

虫总数最多的时间为
%

月和
Q

月&吸血昆虫主要是

蚊和蠓#蚊为库蚊属$

L*@B5

%和阿蚊属$

20).

3

B0B(

%

的种类#蠓主要为库蠓属$

L*@.+1.DB(

%的种类&按照

采集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库蚊和阿蚊在各个月所占

比例无明显规律#而蠓在
Q

$

D

月的密度较高$表

#

%&灯 诱 的 其 他 昆 虫 绝 大 多 数 为 毛 蠓 科

$

c;

8

(L/*-*)+

%的蛾蚋$俗称地沟蝇%&

表
>

!

永兴岛和石岛
?P>H

年
>

"

M

月灯诱吸血昆虫的种类和数量

,

$

d

%

时间 总数量
F

蠓科 库蚊属 阿蚊属 其他昆虫

#

月
&$D# ##$D

$

#D<!%

%

Q

$

"<"D

%

#D"

$

#<F$

%

$%%!

$

B!<&$

%

!#QF %D

$

#<$%

%

#

$

"<"D

%

F&

$

Q<D#

%

!"#$

$

F%<B#

%

!

月
F#FF #$Q

$

#<&B

%

&

$

"<"B

%

!$"

$

!<B%

%

B&$B

$

FD<%#

%

%

月
#F"Q% %&F%

$

#F<F!

%

#"D

$

"<DD

%

!"$

$

#<"B

%

#QF%F

$

&B<QD

%

Q

月
#!D&% $FBQ

$

DD<DD

%

&

$

"<"$

%

D

$

"<"Q

%

DD&&

$

QQ<%$

%

D

月
#B#D QDB

$

!D<!%

%

%&

$

!<"Q

%

#Q

$

"<&&

%

#%"$

$

&#<F$

%

#F%# DD"

$

!B<QB

%

F"

$

Q<$$

%

#DD

$

B<"%

%

##%$

$

DB<B%

%

$

月
#$F# !&!

$

#$<"F

%

$%

$

%<&%

%

DQ

$

%<#F

%

#%"!

$

&&<""

%

!&FD !DF

$

F<!&

%

#B!

$

$<D#

%

#%D

$

Q<B%

%

!!#F

$

&F<%F

%

&

月
%Q%" D%F

$

#D<&#

%

#$"

$

Q<$$

%

#!%

$

%<DF

%

!$"B

$

&$<"%

%

DF"B #BF

$

%<!"

%

&B

$

#<%!

%

!"F

$

%<DQ

%

DQ%!

$

F#<FQ

%

!!

吸血昆虫中的白蛉是西沙群岛首次记述&依据

形态鉴定为司蛉属$

HB0

3

B,"1)

;

.&

%种类#共
##

只$

D

-

#

$

.

%#对其中的
$

只进行
,7?>'EK@

'

序列的

I3);7

比对和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样本的
,7?>'E

K@

'

序列间差异小于
"<"!Q

#应为同种&与

Z+2R)2b

注册的贝氏司蛉$

HB0

3

B,"1)

;

.&?&.@

;

#

UTDBD%B#

%的同源性为
F!d

)

%

*

&

!<!

!

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虫
!

本研究制作鼠形动物

体外寄生虫的玻片标本共
#Q#

片#共
!QB

个个体&

显微镜下检视的初步结果如下!虱$

,a#

%'革螨$

,a

!%!

%'蚤$

,a#D

%#革螨占
F%<DDd

&

!<%

!

鼠形动物病原感染的免疫学检测
!

应用胶体

金试剂条检测鼠形动物血清中立克次体病和鼠疫的

抗体#结果均为阴性(血清的浓度提高后仍为阴性

$表
!

%&而鼠形动物血清中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

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QDd

和
#Q<""d

$表
!

%&

!<Q

!

鼠形动物立克次体
H"&DB

基因的扩增结

果
!

本研究检测了
&"

只鼠形动物的脾脏样本#依据

阳性对照标本的立克次体
H"&DB

基因扩增片段$

BB

I

H

%#结果显示扩增阳性的样本共
B

只$图
#

%#阳性

率为
##<Q%d

#其中褐家鼠
D

只$

,aQ$

%'闙?
#

只

$

,a##

%和黄胸鼠
!

只$

,a#%

%&

表
?

!

西沙群岛鼠形动物病原感染的检测结果

抗体或毒素 稀释比例 样本量
F

阳性率
,

$

d

%

立克次体病抗体
#W#" $F "

$

"

%

#WD #Q "

$

"

%

#W# !$ "

$

"

%

鼠疫抗体
#W#" %" "

$

"

%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W# !F #

$

%<QD

%

'

型肉毒毒素
#W# D" &

$

#Q<""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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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图
>

!

鼠形动物立克次体
71'JV

基因的扩增结果

6

!

?>'

标志物(

#

!阳性对照(

!

$

$

!鼠形动物的脾脏
?>'

F

!

讨
!

论

本研究于
!"#Q

年
#

月至
&

月连续
&

个月在我国

西沙群岛用灯诱法捕捉吸血昆虫#由于路途遥远#乙

醇溶液浸泡的标本在运送途中形态损坏较大#较难鉴

定到种类#故本研究仅以属进行统计&经初步鉴定和

统计分析#发现吸血昆虫主要是蚊和蠓&蚊类中阿蚊

和库蚊是永兴岛和石岛的优势类群#这与岛上的孳生

地较多有关&岛上缺乏淡水#饮用水由海南岛运来#

洗涤用水大部分是房屋'晒场'球场边缘筑有的蓄水

池所积蓄的雨水#而诸多的蓄水池即是库蚊的孳生

地(另外#岛上缺乏污水处理系统#牲畜圈的环境卫生

管理不力#导致以粪坑和污水为孳生地的阿蚊种群数

量较大&与以往报道的蚊种)

!EQ

#

&

*比较#本次调查未见

白纹覆蚊#主要原因是采集的时间$通宵%所致#白纹

覆蚊的活动时间主要是白天(而未见按蚊的原因可能

是其孳生地较少'密度极低#也可能是由于岛上的基

本设施建设破坏了原先的孳生地&由于西沙群岛属

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月平均气温在
!Q

$

!Ff

之间#

平均相对湿度
B!d

#是最易受台风侵袭的地区&因

此#蚊的季节消长现象不明显#采集数量与当天的风

速存在一定关系&与蚊相比#蠓在灯诱昆虫中的比例

更高#各个月的变化亦存在一定消长性#就本研究采

集数据#其高峰出现在
Q

月中旬#低谷出现在
#

$

!

月#

D

$

&

月呈下降趋势&灯诱的其他昆虫绝大多数为

毛蠓科的蛾蚋#原因可能是灯诱的地点为猪圈或牲畜

圈#环境中的污秽物是其幼虫的食物&

白蛉是西沙群岛首次记述&白蛉是
!"#D

年
F

月在永兴岛的医院宿舍院外
%

次灯诱时意外发现#

依据形态鉴定为司蛉属种类#与
Z+2R)2b

注册的贝

氏司蛉的同源性为
F!d

)

#%

*

#进一步分析贝氏司蛉在

Z+2R)2b

注册的
,7?>'EK@

'

所有序列#比对后可

分为
!

支#将其定为贝氏司蛉
'

和
"

#其间差异性大

于
#"d

#本研究样本的
,7?>'EK@

'

序列处于贝氏

司蛉
'

与
"

之间#故暂定其为贝氏司蛉&从形态特

征看#贝氏司蛉存在一定的种内变异#其分类地位也

经多次修订(从分子特征看#贝氏司蛉是至少存在
%

个隐种的复合体#需进一步确定)

#%

*

&

,7?>'EK@

'

基因序列目前是常用的鉴别白蛉种类的分子标志之

一#但在隐种鉴别时需要比对多个分子标志方才可

靠)

#Q

*

&我国白蛉的相关区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利

什曼病流行的地区)

#DE#$

*

#其他地区的研究涉及较少#

也大多为早先的资料#追述海南的白蛉研究在
#FD&

年之后再无调查)

#&

*

(而研究者在检视各个月标本时

也忽略了白蛉类群#故在上述的其他昆虫中可能包

含一定数量的白蛉&迄今#海南已记录的白蛉种类

有如下
#"

种!印地格蛉$

9B&((1)

;

.&.,D.+&

%'中华

白蛉$

-%+!.,B,(.(

%'施氏白蛉$

-%("&,"1,.

%'应氏

司蛉$

H%.

;

B,

3

&0.

%'马来司蛉$

H%)&@&

;

B,(.(

%'鲍

氏 司 蛉 $

H% ?&00&*D.

%'广 西 司 蛉 $

H%

P$&,

3

(.B,(.(

%'贝氏司蛉'平原司蛉$

H%+&)

#

B("B0

%

和方亮司蛉$

H%

K

&,@.&,B,(.(

%

)

#$

*

#其中贝氏司蛉为

优势种群)

#B

*

&上述有些白蛉的分类地位仍存在争

议)

#D

#

#F

*

#需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发现的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虫主要为虱'

革螨和蚤#其中革螨占
F%<DDd

&由于研究者在现

场检获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虫的时间限制#未逐个全

身寻找#故未见以往报道的恙螨)

#

*

&应用胶体金试

剂条检测鼠形动物血清中
'

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肠

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检出率分别为
%<QDd

和

#Q<""d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肉毒梭菌在自然界分布

广泛#在适当的条件下可大量繁殖并产生毒素#引起

宿主动物的疾病#如急性肠胃炎'神经中毒症状

等)

!"E!#

*

&本研究鼠形动物的血清中
'

型金黄色葡

萄球菌肠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均具一定的阳性率#

若感染的鼠形动物通过啃咬或粪便污染的方式将致

病菌或毒素散布到食物及人的生活环境#可导致人

的感染和食物中毒(其排泄物或尸体还可污染水源#

威胁人类和家畜安全)

!#E!%

*

&

H"&DB

是恙虫病立克次体抗原基因之一#是可

靠的检测病原体的特异性分子标志)

!QE!D

*

&本研究结

果提示西沙群岛鼠形动物的恙虫病立克次体携带率

较高#宿主动物未见明显选择性#当地存在较高的恙

虫病流行风险#这与文献结果)

#

#

DE$

#

!$E!&

*一致&而胶体

金试剂条检测鼠形动物血清的立克次体病抗体结果

均为阴性#可见分子检测的敏感性较免疫学方法高&

根据研究者对永兴岛和石岛采集样本的研究和

观察#发现当地存在较多的具有医学重要性的昆虫类

群#如蚊'蝇'蠓'白蛉'蜚蠊'蜈蚣'蚤'虱'蜱和螨等#

蠓'白蛉和按蚊均为西沙群岛的首次记述)

&

*

#吸血昆

+

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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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杨明磊#等
<

我国西沙群岛吸血昆虫的种群动态和鼠形动物病原感染检测

虫未见明显的种群动态变化#故需全年实施综合防制

的措施#并加强虫媒病的监测和防控&本研究结果显

示西沙群岛的鼠形动物携带恙虫病立克次体'

'

型金

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和
'

型肉毒毒素的比例较高#提

示存在较高的鼠传疾病流行风险#需重视环境卫生和

个人防护&除此之外#目前在永兴岛还发现了中华眼

镜蛇$

F&

'

&&"0&

%种群#据了解是人为携带入岛#且已

在岛屿定殖#所幸目前尚未对驻岛人员造成伤害(但

由于其较强的毒性#仍需控制种群数量&另外#建议

尽快建立入岛人员和货物的常规检疫制度&

志谢
!

解放军
F#BF!

部队医院的俞天峰!郑锦

旗!李剑华和杨杰在样本采集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长军主任和操敏研究

员提供恙虫病立克次体基因组
?>'

"军事医学科学

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端青和朱虹研究员提供胶体

金检测试剂条"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参 考 文 献"

)

#

*

!

黄佳亮#龙芝美#陆振豸#詹道成#刘金华#周培盛
<

西沙

群岛鼠型动物及体外寄生虫的调查)

.

*

<

中国媒介生物

学及控制杂志#

#FF$

#

&

!

!DE!B<

)

!

*

!

龙芝美#刘金华#詹道成#黄佳亮
<

西沙群岛主要医学昆

虫调查)

Z

*

<

流行病学调查集刊#

#FFF<

)

%

*

!

朱康乐#张裕能#张恒才#郭争平
<

西沙群岛蚊蝇类调查

报告)

.

*

<

华南预防医学#

#FB#

#

!

!

$EF<

)

Q

*

!

黄为良#肖
!

森
<

西沙群岛常见蚊蝇调查初报)

.

*

<

动物

学研究#

#FBD

#

$

!

#FE!!<

)

D

*

!

黄佳亮#詹道成#陆振豸#龙芝美
<

西沙群岛人鼠恙虫病

血清抗体调查及其分型)

.

*

<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FF$

#

#!

!

D#ED!<

)

$

*

!

黄佳亮#奚志勇#陆振豸
<cKX

技术在西沙恙虫病流行

病学调查中的应用)

.

*

<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FF&

#

%

!

QFE

D"<

)

&

*

!

王
!

琰#马雅军#杨振洲#郑锦旗#俞天峰
<

我国西沙群

岛鼠形动物和吸血昆虫的鉴定并首次记述按蚊和蠓

)

.

*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Q

#

%D

!

DB#EDBD<

!!

`'>Z[

#

6'[.

#

['>Z\\

#

\UM>Z.T

#

[9P

J<A*+27-4-()7-/2/41/*+27;)2*I3//*E;0(b-2

N

-2;+(7;

-2Y-;L)A;3)2*;/4KL-2))2*7L+4-1;71+

H

/17/4

2,1

#

!B@B(,/;

_

0-7/+;)2*,-*

N

+;

)

.

*

<'()*.5+(6-3

6+*92-:

#

!"#Q

#

%D

!

DB#EDBD<

)

B

*

!

陆宝麟
<

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

6

*

<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

#FF&

!

#EBBF<

)

F

*

!

陆宝麟
<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九卷#双翅目 蚊科

)

6

*

<

北京!科学出版社#

#FF&

!

#EDD<

)

#"

*虞以新
<

中国蠓科昆虫!昆虫纲#双翅目)

6

*

<

北京!军

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

!

#EQ%<

)

##

*

>]+30K @

#

Ks(+1+;' Z

#

'1102s7+

N

0-E.-,z2+]6.

#

S)w);EX/;);6J

#

[)w+]EP10

C

-33)2/UU

#

S02)EK)-

H

/?

=

#

+7)3<?>'I)1(/*-2

N

4/1-*+27-4-()7-/2/4;)2*43

8

;

H

+(-+;

$

?-

H

7+1)

!

c;

8

(L/*-*)+

%

41/,3+-;L,)2-);-;E+2*+,-(

)1+);/4c+10

)

.

*

<'(7)P1/

H

#

!"#D

#

#QD

!

QDED#<

)

#!

*陈
!

亮#严延生#何
!

似
<

套式
cKX

应用于恙虫病东方

体媒介'鼠类血块及脾脏标本的实验检测研究)

.

*

<

中

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

#

##

!

!#$E!#F<

)

#%

*

0̂,)1> c

#

51-2-:);)2 X

#

.),I03-2

N

), c<?>'

I)1(/*-2

N

4/1-*+27-4-()7-/2/4;)2*43-+;

$

?-

H

7+1)

!

c;

8

(L/*-*)+

%

-2A2*-)

)

.

*

<6/3M(/3X+;/01

#

!"#!

#

#!

!

Q#QEQ!"<

)

#Q

*

?+

H

)

_

0-7 .< 6/3+(03)1 ;

8

;7+,)7-(; )

HH

3-+* 7/

-!@B?1"1).,B;)2*43-+;

!

1+:-+O)2*

H

+1;

H

+(7-:+;

)

.

*

<

A24+(7Z+2+7M:/3

#

!"#Q

#

!B

!

&QQE&D$<

)

#D

*杨曼尼#马雅军
<

我国白蛉的分类现状)

.

*

<

国际医学寄

生虫病杂志#

!""B

#

%D

!

Q$EQF<

)

#$

*

S+2

N

[ .< M-

N

L7

8

E

8

+)1 1+;+)1(L /4 -!@B?1"1)*(

;)2*43-+;

$

?-

H

7+1)

!

c;

8

(L/**)+

%

-2 KL-2)

$

#F#DE

#FFD

%

<

'

<P)G/2/,

8

)2*]//

N

+/

N

1)

H

L-()3*-;71-I07-/2

)

.

*

<c)1);-7+;

#

#FF&

#

!

!

#"&E#!$<

)

#&

*冷延家
<

在海南岛继续发现的蛉种与新种白蛉111方

亮白蛉
-!@B?1"1)*(

K

&,

3

@.&,

3

B,(.(;

H

<2/:<

的记述

)

.

*

<

昆虫学报#

#F$Q

#

#%

!

##BE#!$<

)

#B

*冷延家
<

贝氏白蛉及其亚种分类的研究)

.

*

<

暨南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FB"

#

#

!

!%E%"<

)

#F

*管立人
<

中国白蛉$双翅目!毛蛉科%调查研究工作的展

望)

.

*

<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

#

%#

!

%#"E

%#Q<

)

!"

*洪锦春#杨毓环#叶玲清#陈伟伟
<

福建省食源性致病菌

监测网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检测结果分析)

.

*

<

海峡

预防医学杂志#

!"#!

#

#B

!

D$ED&<

)

!#

*孟宪梅#柳增善
<

常见食物中毒菌毒素的研究进展)

.

*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FQE#""<

)

!!

*张广伟#张秀丽#胡
!

巅#张
!

丁
<

一例由肉毒梭菌引起

的食物中毒检测分析)

.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Q

#

!Q

!

!FQE!FD<

)

!%

*龙芝美#刘金华#黄佳亮#余兴龙#赵春生#蒋康华#等
<

南海地区鼠形动物及其与人类疾病关系的初步研究

)

.

*

<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FF$

#

#!

!

D"ED!<

)

!Q

*王珊珊#詹道成#彭桂福#潘
!

华#黄佳亮#曹年华#等
<

西沙群岛恙螨所携恙虫病东方体的序列分析)

.

*

<

中国

人兽共患病杂志#

!""!

#

#B

!

$$E$B<

)

!D

*陈添胜#冯慧敏
<

恙虫病立克次体
;7)DB

主要抗原基因

片段的克隆及表达)

.

*

<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FFQ

#

Q

!

%"#E%"Q<

)

!$

*周月喜
<

西沙恙虫病的调查与防治)

.

*

<

海军医学杂志#

!""%

#

!Q

!

%$F<

)

!&

*唐天开#詹道成#陆振豸#范传海#彭雪军
<

南海某珊瑚

岛恙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

*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

#

#F

!

%D$E%D&<

!本文编辑"

!

孙
!

岩

+

F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