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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上海市区的届民寡雇和旅店中，甩嗳尘器执求棒，扰头、秒发、毛表和地板上采集屋坐样车。 压 

系 靶察表啊上海有 4亚目 9科21种螨 ，其中户虫蜻为优势种，其敬为古赫尘瞒 、隐秘甘食螨、粉尘啃、 

内豉尘蝻。户电蜻主要集聚于扰头、抄发、床懈和毛戎的样率中，患秘甘食蝻多见于地扳上。螨种数 以 

8月份最多 (1 斡)，冬季最步。垒年的季节祷长观察显示 匿尘蝻话嫡的单位面积密度高峰出现 于 5 
— 6月间，最高选1D3且，m ，而 以 I一 2月向最低 死蝻的密度以冬季为最高．置套蜻密度的空化与大 

气 的 温度 变化 有关 ． 

美t 调 空应原．星尘蜻，出埔区粟，季节消长，户坐瞒，音赫盘瞒，隐整甘食螨，粉尘埔，埋 内 

吐业蝻 

屋尘中的螨可能是变应原的问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提出，直 到1964年 Voorhorst等 

证实了尘螨(Derma*ophagoides spp．)是星尘中引起过敏性哮喘等疾病最强的变应原。于60 

年代末，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的公认。以后在许多国家所做的区系调查均表明屋尘中的优势 

螨种为户尘蝻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粉 尘 螨 (D．farinae)、埋内 欧 尘 螨 

(Eurog phus maynet)。1981年 Bronswijk总结了以前的文 献 报道。在世界各地的屋尘 

中共找 到141种螨。我国从 70年代初开始了对螨性变态 问题的研究，但对屋尘螨的区系及季 

节消长尚未见报道，本文是在上海居民家庭中对屋尘螨的区系和季节消长所做的初步观察。 

调查对象和方法 

选择15户居民家庭，在床褥、枕头，沙发或软垫椅子、一个固定人选的毛衣和他 的床铺 

周围地板上，二个小旅店中的床褥，枕头和床周地板作采样点，采样点固定。用吸尘器在 1 

分钟内吸取面积约为0．25m 的屋尘。 

采样标本在遁温室内，解剖镜下计数死螨和活螨。将活螨用解剖针摊入盎氏透明液中， 

略透明后用霍氏胶封片 ，烘干后在显微镜下鉴定螨种。 

从1984年 9月至1985年 6月，每二周采样一次，共计2 6次作季节消长观察，对其中的13 

次采样标本所作螨种鉴定结果整理成为区系调查材料。 

结 果 

1．屋尘蠕区系 ‘ 

从13次采样的1023只屋尘样本中，共计数到活螨 4921只，经 鉴定螨种的有 4413只，占 

中国科学院白嚣科学基金资助的课压． 

¨ 理 址 t上海 市寄 生虫 病 时请研 究所． 

丰文干1987年 9月 13日收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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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8 。结果表 l1月屋尘中有l 6属21种螨，其中二个螨种是国内首次报道( 表 1)。 

2．屋尘螨的组成 

表 1显示了在枕头、沙发、床褥和毛衣的样本中 户尘螨是优势种，占螨组成的40 以 

上。丽在沙发、床褥、枕头中，舍赫尘螨 (Hirs~ia domicola)也占一定的比例，与 户 尘 螨 

合计的构成比分别为67．08 ，82．j 4 和77．92 。 

毛衣上的螨种， 除户尘螨最多外，镥鳞嘻蝻 (Lepidoglyphus destructor)的数量较多， 

占20．9O％。隐秘甘食螨 (Glycyphagus pris~atus)是地板上的优势种，数量超过 总 数 的 一 

半，户尘螨和害鳞嗜螨分别占11．88％和lO．40 。  ̂

3．螨种的 出现季节 

屋尘中常见的螨种．如户尘螨、舍赫尘嫡、耕尘螨和埋内欧尘螨均为全年分布。隐秘甘 

食螨、害鳞嘈螨几乎全年分布 但分别在IO月和】2月未见。其他螨种多在 4— 9月同出现， 

以 8月出现的螨种数最多 有l7种； 1月和12月螨种数最少，仅有 7种。 

寰 1 屋 尘 中 冀 种 组 成 
t Teble 1 Composition of m tt~ species in house dust 

抄 发 床 褥 枕 头 毛 衣 地 板 l 小 计 
螨 种 

数 量 数 量 数量 数量 数 量 敖量 

户 尘 螭 469 4T．33 1058 67。52 2173 49．24 

音 赫 尘 蜻 345 34
．

81 I63 1 D。40 

隐秘甘古螭 e 2。To 44e 1D。I5 

粉 尘 蝻 190 18。29 42 4
．

24 T2 。60 

埋内酞尘螨 8 0
． 8I 

害 瞬 嘈 螨 8 0
． 81 

音 藁 蚺 11 1
．

11 5 D。32 

擒 螨 20 2
．02 

甘食螨s口．2 60 6
．

06 103 2．33 

杂 氏 粟 蝻 目 0
． 6t 

谷 跗 战 螨 g 0
． 91 

椭 日 饵 螨 3 0 19 

华 丽甘食螨 

齿 辕 螨 1 0 10 

腐 酪 食 螨 8 0．14 

甘食蜻sp．1 I D．1 3 

马 米 尘 螨 

犹 螨 

粪 嘈 螨 D
． t0 

甲 螨 

未 定 

j m9 {目91 567 
茸内新发现的种 

4．屋尘样本的阳性率 

在床褥、枕头、沙发三个物件26次采样的I259个屋尘样本中，有 799个样本找到活螨， 

占63．46％：共计有701 2只活螨。其中以枕头的样本阳性率最高 (69．f1 )．其 次 为 沙 发 

(68．47％)和床褥 (5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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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置尘蠕 活蠕密度的搴节消长 

沙发、枕头和床褥上的平均活螨密度动态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全年有二个 明 显 的 高 

峰 5— 7月和儿一l2月，前一峰值高于后一峰值，在 l一 3月和 8～ 9月 是二个低密度 

期 以 】一 3月间活螨密度最低 (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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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1 尘螨季节{lI长与气温和温度的美幕 

Fig·1 $eeson=l prevglence of dust mites in relation with the ambient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  

上海地区室外的平均温度，全年以 7月最高 ，以 1月最低 ，从 而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而平均的相对湿度却没有明显的周期性改变 (图 1)。 

6．死蠕密度的消长 

死螨的平均密度在床褥上仅出现一个 高峰 (12月)，其他时阈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而 8 

月为最低 在枕头上都有二个高密度时问． 6— 7月和】1月 冬季的密度较高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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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可材悻上死蜻 数量的变动 

Fig．2 Dead mite c0Ⅱn on p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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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户坐螨 和音赫尘螨的季节稿长 

F ．3 Seasonal prevalence of Derma~．ophgeides 

pterengss[nus#nd I4,frstia dorafC~ola '丑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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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户尘螭和舍赫尘螨的消长 

将各物件上的户尘螨及台赫尘螨合并后观察表 明：户尘螨的平均密度在夏季最高，秋季 

也出现一个小 峰 在温度较高和较低的季节q 仍有一定数量 的螨 舍赫尘螨与户尘螨有很类 

似的密度变化趋势 (罔 3)。 

讨 论 

螨性过敏问题经二十多年的研究，已经明了其主要变应原是屋尘中的户_，尘螨、粉尘螨、 

埋内欧尘螨等物种。这些物种是全球性分布的 “ 在已经开屣研究的大部分国家中 以 户 

尘螨为主 ，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以粉尘螨为主 。 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上海的屋 

尘中以户尘螨为优势种 占总数的 4g．24 ；其次为舍赫尘螨 占 15．0 }粉尘螨和埋内欧 ． 

尘螨的数量较少。 

舍赫尘螨最早是从 日本哮喘儿童的痰和尿液中找到的 ．后来又在其他措海国家中发现。 

而在一些内陆地区未能见到。其原因可能与地理分布有关 ，其次是可能与 麻 雀 尘 螨 (D． 

passer'cola)相混淆。在本次调查中 此螨的数量占一定的比例 从0．8 到34．8 平均为 

l5．5％ (684／4413) 与在 日本横滨的结果相似 (2．2l一 38．2％) 。这是否提示此螨在地 

理分布上，以沿海区域的数量较多。另外由于在屋尘中它的数量很多 而对它在尘螨过敏中 

所起的作用 尚未认识。如果这种螨确实具有变应原性．那么它也是一种在医学上很重要的 

螨种。 

屋尘螨密度的季节消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完全梧同 出现密度高峰的季节，绝大 

部分在夏季；但在春季、秋季甚至冬季也有报道。而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上海屋尘中活螨 

的密度高峰出现于夏季．最高可达103只／m。；而死螨的密度高峰出现于冬季。这与本地的室 

外温度变化比较相近。即当室外温度处于较适合于螨生长的期间 (平均温度为l5—20℃)， 

经约 4周的发育，便出现密度的高峰，而当 日最低温度低于l2℃或 日最高温度超过27"C对， 

其螨的生长受到抑制，引起死亡。所以在温度最高 (7— 9月)和 最 低 (1— 3月) 季 节 ’ 

时|，其活螨密度处于较低的水平。而死螨密度在冬季处于最高的状态。由于户尘螨和舍赫尘 

螨占屋尘螨中的大多数，又以前者为甚，所以它们的密度变化与屋尘螨的消长相同，也就不 

足为奇了。 

夏季是各种螨类生长的良好时节 全年在 8月份的屋尘中出现螨种数量最多，计17种， 

而在其他季节种 类较少 特别是冬季 仅 7种。由此提示周围环境的因素可影响到螨类的生 ’ 

存 (或活动)。， 

致谢 本文得到上诲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孙荟琴医师和寄生虫学教研室洪守书、项 璨 

老师的帮助。螨种的鉴定分类上，承蒙中圉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王孝祖副研究员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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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NAL SURVEY AND SEASONAL PREVALENCE OF HOUSE 

DUST MITES IN THE URBAN AREA 0F SHANGHAI 

Cat Li W en Tinghuan 

(Sh0nghdi M edlcal Unfvers；ty) 

From September 1984 to August 1985，a faunal survey of the house dust mites 

was carried out in Shanghai．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15 occuppied homes and 2 

inns． 1023 dust samples we~e collected by vacuum cleaner from pillows， sofas， 

mattresses，woolen jackeis and roonl floors around the beds in every four weeks．A 

total of 4921 living mites were collected
． Among them 4413 (89．68 ) of the speci— 

mens were identified as 21 species belonging to 4 suborders， 9 familie s and 16 

genera．Dcrmatophogoides pteronyssinua was the predominant species(49。24％)．Next 

to it were Hirstia domicola(1 5．5O )，Glycyphagus privatus(10．15 )，D．farinae 

(8．O0 )，EuroglyphUa maynei(5．51 )．D．pteronyss[nus clustered in the dust samphs 

from pillows ，sofas，ttmttcre$ses woolen jackets and G．prflatua in that from floors． 

M ites appeared in the samples all the year round and the species in A ugust was more 

(17 species)and in January and Decenabcr less f7 species)．For the same time，a seasonal 

prevalence of house dust mites was followed。799 out of 1259(63．46％ )dust samples 

taken from beds，pillows and sofas Were with living mites and a total 70i2 living 

mites were collected
．
The mite population showed at the peak in summer w ith at 

much as 103 mites／m。(from the mattrcssc s in May)and at the basin in January and 

Fabruary with only 1—2 mites／m (from the pillows and matlresses)．rh。peak of 

dead mites was in w inter． The variation of the dust mite FoI：Iul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utdoor temperature． W hen the daily temperature reached to I5— 20℃ ， 

the mite population might teach to the peak after a period of 4 weeks． 

Key W o rd s：allergen， house dust mites，fauna of mites， seasonal prevalence，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Hirstia dcmicola，Glycyphagus prfvatus，D
． farinoe， 

Eurog1yphus mayn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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