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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讨论影响厦门恙虫病流行的三种因素：恙螨的种类、组成

     与季节分布，动物宿主（鼠形动物）的生态和自然地理因素，并对六种恙螨

     幼虫的生态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 厦门地区恙虫病主要流行于5-10月，以6、7两月最多，病例数占

     64.5%；冬、春两季亦有散在病例。

         2、检获的 21，540只恙螨经鉴定的有2科 3亚科 5属 8种。地里纤恙螨

     《Leptotrombidium deliense）占84．99% ，为优势种；它主要出现于5－10

     月，以6月数量最多；是厦门夏、秋两季恙虫病的主要媒介。冬、春两季

     恙虫病的媒介螨种尚未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3、捕获的288只鼠形动物经鉴定有2目2科3属5种。臭鼩（Suncus

   murinus)占60.76%，为优势种，表明在厦门地区臭鼩是恙螨的重要宿主

     之一。五种鼠形动物携带的优势螨种都是地里纤恙螨，其中以黄毛鼠的

     地里纤恙螨指数最高，为216．32； 有一只黄毛鼠带螨数高达1010只。

         4、月平均气温、降雨量和日照时数均与地里纤恙螨消长成显著的

     正相关，降雨量还与恙虫病病例比例成显著的正相关（r=o.7044, p＜0.05),

     提示降雨量在恙虫病流行中有重要意义

         5、在厦门万石植物园的山林地、沟旁地、荒草地和房屋周围等四

     类生境中，山林地和沟旁地检获的地里纤恙螨数量最多，指数分别为110．32

     和  5 5．4 4，提示人在这两类生境中感染恙虫病的可能性大。这四类生境

的

     土壤表层全为砂土，PH值在5．0-5．8之间，有机质含量和氯化物含量分别

     在 0．7 3-  1，55%和  0．0 97—0．16 5%之间；在上述范围内恙螨指数与

pH值

     和有机质含量显著相关。

         6、地里纤恙螨在六种恙螨中生态位最宽，表明其在种间竞争中处

     于优势地位。六种恙螨的生态位宽度与它们的宿主范围成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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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9619，P＜0．01），提示生态位宽度可作为评价恙螨等体外寄生虫宿

     主特异性的定量指标 六种恙螨幼虫相互间的生态位重叠度，经模糊聚

     类分析可划分为四个生态位重叠群。同一生态位重叠群中的恙螨幼虫倾

     向于选择相同的主要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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