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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昆虫不育技术与不亲和昆

虫技术相结合，首次导致了对蚊

虫数量的成功抑制，在防治携带

登革热、寨卡病毒和许多其他破

坏性疾病的蚊虫方面迈出了有前

景的一步。最近，在原子能机构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

组织）合作支持下于中国广州开

展的这种试点试验的成果发表在

2019年7月17日的《自然》杂志。

昆虫不育技术是一种环保型

害虫防治方法，涉及规模饲养和

利用辐射对目标害虫进行绝育，

随后在划定的区域进行系统的大

面积空中释放不育雄虫。不育雄

虫与野生雌虫交配，导致不产生

后代，并随时间推移减少害虫数

量。不亲和昆虫技术涉及让蚊虫

感染沃尔巴克氏菌。这种细菌能

部分地造成蚊虫不育，这意味着

需要较低的辐射即可导致完全不

育。由此更好地保持不育雄虫的

交配竞争力。

虽然昆虫不育技术作为大面

积虫害治理战略的一部分，已成

功地用于防治果蝇和蛾类等各种

植物和家畜害虫，但对蚊虫的防

治仍须进行示证。

扩大利用昆虫不育技术防治

各种蚊虫的主要障碍一直是要克

服生产和释放足够多不育雄虫来

压制野生数量的若干技术挑战。

中国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及其伙

伴在牵头协调全球开展昆虫不育

技术研究的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

粮农核技术联合处的支持下，现

已成功地克服了这些挑战。

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以奥地

利维也纳附近的粮农组织/原子能

机构粮农核技术联合处实验室开

发的模型为基础搭建的架子，每

周饲养50多万只蚊虫。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粮农核技术联合处与

这些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还开发

并验证了用于成批次处理15万只

蚊蛹的专用辐照器。

这项试点实验将昆虫不育

技术与不亲和昆虫技术相结合运

用，所取得的成果证实，几乎成

功地灭除了白纹伊蚊（亚洲虎

蚊）这种世界上最具侵入性的蚊

虫物种的野生数量。为期两年的

实验（2016年至2017年）覆盖了

广州珠江中两个相对孤立的岛屿

上32.5公顷的区域，涉及释放约2
亿只感染沃尔巴克氏菌并经辐射

中国通过利用核技术的试点研究成功抑制了蚊虫数量

白纹伊蚊是世界上最具侵入性

的蚊虫物种。防治这种害虫的

成功试点实验已于最近完成，

有关成果发表在2019年7月17
日的《自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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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饲养成年雄性蚊虫。

这项研究还表明了社会经

济方面对于成功利用不亲和昆虫

技术/昆虫不育技术方案的重要

性。例如，在研究期间，由于蚊

虫释放后讨厌的蚊虫叮咬因而减

少，当地社区的支持度增加，社

会接受度也随之增加；不亲和昆

虫技术/昆虫不育技术方案要取

得成功，当地社区需要一同参与

并合作确保在整个区域统一综合

利用该方案，以便有效地应对和

控制这些些害虫的移动。另一个

方面是成本效益，未来全面操作

干预的总成本估计为每年每公顷

108～163美元，与其他防治战略

相比，该成本被认为具有成本效

益。

中国专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利用广州规模饲养设施生产的不

育雄蚊，在范围更大的城市地区

实验该技术，中山大学-密歇根州

立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

中心主任兼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教授奚志勇说。运营该设施的公

司利用与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粮

农核技术联合处协作开发的先进

蚊虫规模饲养和辐照设备。

开发昆虫不育技术防治蚊虫

的全球合作在2015年至2016年寨

卡流行病爆发后得到了加强。登

革热的发病率现在呈上升趋势，

向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报

告的病例数从2010年的220万增

加到2016年的330多万。实际发

病率要高得多，据世卫组织的一

项估计表明，每年新感染病例为

3.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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