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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掌握武汉地区蜚蠊群落结构和不同种群长期变化特征，探讨蜚蠊群落演替特征，为城

市蜚蠊的防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1995-2019 年在武汉的居民区、餐饮店、宾馆、农贸市场、医院

及超市等生境，以新鲜面包屑作为诱饵，采用粘捕法调查蜚蠊群落多样性。【结果】 1995-2019 年，共

捕获蜚蠊 41 257 只，经鉴定隶属 1 科 2 属 4 种。其中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和黑胸大蠊 Periplaneta 
fuliginosa 为优势种，相对多度分别为 77.99%和 15.36%；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为常见种，澳洲

大蠊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为稀有种，相对多度分别为 6.64%和 0.01%。德国小蠊密度与蜚蠊总平均密

度年际变化趋势一致，总体趋势先上升后下降。黑胸大蠊和美洲大蠊密度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武汉地区

蜚蠊全年活动，季节消长呈单峰型，9 月份为密度最高峰。不同生境间蜚蠊密度差异显著（F=9.048，P＜

0.01）。其中农贸市场的蜚蠊密度最高（1.65 只/张），蜚蠊密度年际变化呈上升趋势；医院蜚蠊密度最低

（0.11 只/张），年际变化趋势较平稳。居民区生境蜚蠊密度缓慢下降，餐饮店和宾馆生境蜚蠊密度先上

升后下降。不同年份蜚蠊群落的系统聚类和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分析可以将不同年份的蜚蠊群落分成 4

组。【结论】 武汉地区蜚蠊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城市蜚蠊优势种群由大蠊逐渐演替成德国小蠊。

不同种类和不同生境的蜚蠊种群密度有明显的年际动态。要做好农贸市场、餐饮店、宾馆、超市等重点场

所蜚蠊的防治，警惕农贸市场蜚蠊密度的上升。 

关键词  蜚蠊；群落特征；演替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community succession of  
cockroach species in the Wu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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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cockroac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Wuhan area, including long-term changes in 

the abundance of different species and succ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trol of urban cockroaches. 

[Methods]  We used fresh bread crumbs as bait and sticky paper to trap and investig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cockroach 

community in six typical habitats, including residential areas, restaurants, hotels, farmers’ markets, hospitals and supermarkets 

in the Wuhan area from 1995 to 2019. [Results]  A total of 41 257 cockroaches were captured, which were classified into 1 

family, 2 genera and 4 species. Blattella germanica and Periplaneta fuliginosa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with relative 

abundances of 77.99% and 15.36%, respectively. Periplaneta americana was a common species 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s of 

6.64%, whereas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was a rare species 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 of just 0.01%. Consistent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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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trend in overall cockroach density, annual variation in B. germanica density first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Annual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 of P. fuliginosa and P. americana trended downwards. Cockroaches can be captured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he Wuhan area but there is a single peak in abundance Septemb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ckroach 

density between different habitats (F=9.048, P<0.01). The highest density (1.65 per trap) was in farmers’ markets where the 

annual population trend was upward, whereas the lowest density (0.11 per trap) was in hospitals where populations tended to 

be stable. Th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in residential areas slowly decreased over time, and that in restaurants and hotels first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Cockroach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y systematic clustering 

and a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e ranking analysis. [Conclusion]  Cockroac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Wuhan are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dominant specie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P. fuliginosa and P. americana to B. 

germanica. There were obvious annual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ckroaches in key places such as farmers’ markets, restaurants, hotels, and 

supermarkets. There is a particular need for vigilance in farmer’s markets to prevent cockroaches reaching high densities. 

Key words  cockroaches;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succession 

蜚蠊，又名蟑螂，属于昆虫纲 Insecta 蜚蠊

目 Blattella，是一种古老而活跃、适应性和抗逆

性极强的类群。据统计，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蜚蠊已记录 515 属，约 4 337 种（Roth，

2003）。目前，我国已知蜚蠊共 6 科 260 余种，仅

占世界种类的 6%（冯平章等，1997；王宗庆和

车艳丽，2010）。绝大多数蜚蠊种群栖息在野外，

如山林石块缝隙中、树皮下和朽木落叶堆等，活

动范围广、适应力极强（郭江莉，2012）。少数

种类可携带多种病菌，且多活动在人类的起居环

境、工作和活动场所；在其觅食和求偶等行为能

够污染食物、衣物和生活用具，严重影响人类健

康，被列为世界卫生害虫之一（贺盼和马强，

2017）。蜚蠊携带的痢疾杆菌、绿脓杆菌、变形

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伤寒杆菌和寄生虫卵等

致病因子可引起腹泻、肺炎、胸膜炎、败血症等

疾病（马晓光等，2007；Moges et al.，2016）；

此外，蜚蠊的分泌物、排泄物和脱落的表皮是重

要的过敏原，可以诱发咳嗽、哮喘发作及皮疹等

过敏反应（连惟能和奚兆永，1993；Guzman and 

Vilcinskas，2020）。蜚蠊通过贸易交流、交通工

具、旅游运输等方式从原产地或高密度地区扩散

至新的地区和场所，而扩散地区适宜的温湿度和

人为因素创造的局部温暖、潮湿及多食源的隐蔽

场（如空调房、餐饮和食品加工操作间、冰箱压

缩机、垃圾楼道、下水道、食品库房等）则为外

来蜚蠊形成稳定种群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在中国

已经形成稳定种群的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和我国室内危害最严重、丰度最高的

优势种群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万方浩

等，2008）。 

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武汉地区从 1995

年开始，长期进行鼠、蚊、蝇和蜚蠊群落结构和

种群动态调查及防控工作。2005 年，为了加强

鼠、蚊、蝇和蜚蠊生态学监测和常见病媒生物传

染病风险评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全国

重点传染病及病媒生物监测项目，全国 17 省 40

个地级市按照《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

对人居及周边环境的重要病媒生物包括蜚蠊，进

行生态学监测，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启用全国

病媒生物监测新方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因此我国对于蜚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 2006 年之后蜚蠊群落特征分析、密度

消长变化以及防制策略研究等方面，而关于蜚蠊

种群长期变化趋势和群落演替的研究较少。武汉

地区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室内居住环境及城市生

活环境的改善，同时市民广泛使用滞留性卫生杀

虫剂灭除蟑螂，从而导致了适应性更强的德国小

蠊逐步取代黑胸大蠊 Periplaneta fuliginosa 和美

洲大蠊成为优势种群，因此室内危害的蜚蠊群落

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本研究基于武汉地区

1995-2019 年人居及周边环境中蜚蠊的长期监

测，对蜚蠊群落结构数据进行生态学和统计学相

关分析，探讨了蜚蠊群落结构、不同种群长期变

化特征和群落演替因素，为当地蜚蠊的防治提供

更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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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方法 

采用粘捕法进行蜚蠊群落多样性调查。各调

查点统一用规格为 17 cm×10 cm 的粘蟑纸，以新

鲜面包屑作为诱饵（约 2 g/片），于 1995-2019

年在武汉地区抽取 2 个中心城区和 1 个远城区作

为监测点。每个区随机选择居民区 1 处、餐饮店

1 处、宾馆 1 处、农贸市场 1 处、医院 1 处及超市

1 处，各监测地点相对固定。由于国家监测方案的

调整，其中农贸市场和医院生境从 2005 年开始增

设，超市生境从 2017 年开始增设。每处生境布放

不少于 10 张有效粘蟑纸，放置在蜚蠊栖息、觅

食或经常活动的场所，如居民区布放在厨房，餐

饮店和宾馆布放在操作间和餐厅，农贸市场和超

市布放在食品加工销售柜台，医院布放在病房，

晚放晨收。粘蟑纸为一次性使用，每次更新，并

对捕获的蜚蠊进行分类鉴定，记录种类和数量。 

1.2  数据分析 

使用 Anaconda 3 软件分别对武汉地区不同年

份和不同生境的蜚蠊密度平均值进行拟合，并绘

制 95%置信区间。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德国

小蠊密度、黑胸大蠊密度和美洲大蠊密度对蜚蠊

总平均密度的联结方式（正或负联结）及显著性。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 1995-2019 年不同月份

间蜚蠊平均密度的差异显著性，和不同生境间蜚

蠊平均密度的差异显著性。蜚蠊种类组成和相对

多度年际变化图形绘制使用 Origin 2016 完成。 

以不同年份和不同种类蜚蠊种群密度数据

为基础，选择 Z 得分法（Z scores）进行标准化

处理后，计算不同年份间 Bray-Curtis 相似性系

数，构建相似性矩阵。基于种间欧氏距离原理，

进行组间平均聚类分析和物种非度量多维标度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

排序，分析不同年份蜚蠊群落结构相似性。由于

这 2 种方法自然互补，它们可共同成为分析群落

结构数据的有效工具，并且互相验证结果的正确

性（张衡等，2017）。nMDS 排序原理和方法参

照厉红梅等（2001）所用的群落排序原理和方法。

用胁强系数（Stress）来判断 nMDs 分析结果的

可信度。当 0<Stress<0.05 时，吻合极好；当

0.05<Stress<0.1 时，吻合较好；当 0.1<Stress<0.2

时，吻合一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当 Stress>0.2

时，吻合较差，不可信（余世孝，1995）。以上

数据采用 SPSS 21.0 软件处理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蜚蠊密度的年际变化 

1995-2019 年，共投放粘蟑纸 58 920 张，共

捕获蜚蠊 41 257 只，经鉴定隶属 1 科 2 属 4 种，

分别为德国小蠊 32 176 只，美洲大蠊 2 743 只，黑

胸大蠊 6 337 只，澳洲大蠊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1 只，其中德国小蠊和黑胸大蠊为优势种，平均

相对多度分别为 77.99%和 15.36%；美洲大蠊为

常见种，澳洲大蠊为稀有种，平均相对多度分别

为 6.64%和 0.01%。1995-2019 年，德国小蠊的

平均密度与蜚蠊平均密度的年际变化趋势一致，

1995-2007 年呈上升趋势，2007-2017 年呈下降

趋势，2017 年后略有上升。黑胸大蠊和美洲大

蠊的平均密度与蜚蠊的平均密度年际变化趋势

不一致，黑胸大蠊和美洲大蠊的平均密度水平较

低，整体呈下降趋势（图 1）。 

1995-2019 年间德国小蠊密度与蜚蠊总平均

密度极显著正相关（ρs=0.924，P＜0.01），美洲

大蠊密度与蜚蠊总平均密度显著负相关（ρs= 

-0.397，P＜0.05），黑胸大蠊密度与蜚蠊总平均

密度相关性不显著（表 1）。 

2.2  蜚蠊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1995-2019 年武汉地区蜚蠊全年均有活动，

蜚蠊月平均密度最低在 2 月（0.14 只/张），最高

在 9 月（1.31 只/张），月份间蜚蠊密度差异极显

著（F=6.375，P＜0.01）。蜚蠊月平均密度季节消

长趋势呈单峰型，从 3 月份开始蜚蠊密度逐月上

升，9 月份达到密度高峰，而后密度下降（图 2）。 

2.3  不同生境蜚蠊平均密度及年际变化 

不同生境间蜚蠊平均密度差异显著（F=9.048，

P＜0.01）。居民区、宾馆、医院、超市之间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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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19 年武汉地区不同种类蜚蠊密度的年际变化 

Fig. 1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ockroaches dens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in Wuhan from 1995 to 2019 

A. 蜚蠊总平均密度；B. 德国小蠊密度；C. 美洲大蠊密度；D. 黑胸大蠊密度。 

散点：数据平均值；曲线：线性拟合线；阴影：95%的置信域。图 2，图 4 同。 
A. Total averag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B. Density of Blattella germanica; C. Density of Periplaneta americana;  

D. Density of Periplaneta fuliginosa. Scatter: Average value of data; Curve: Linear fitting line; Shadow: 95% confidence region.  
The same as Fig. 2 and Fig. 4 

 

表 1  不同种类蜚蠊密度与蜚蠊总平均密度的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Table 1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ens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cockroaches  
and the total averag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密度 
Density 

Spearman 分析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黑胸大蠊 
Periplaneta fuliginosa

相关系数（ρs）Relative coefficient 0.924** ﹣0.397* ﹣0.116 蜚蠊平均密度 
Total averag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差异性（P）Significant 0.000 1 0.049 0.580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1). 
 

著性差异，该 4 种生境的蜚蠊密度显著低于农

贸市场；餐饮店的蜚蠊密度显著高于居民区和

医院，与宾馆、农贸市场、超市蜚蠊密度无显

著性差异。其中农贸市场的蜚蠊密度最高，为

1.65 只/张，医院蜚蠊密度最低，为 0.11 只/张  

（图 3）。 

根据不同生境的年际变化图分析，居民区的

蜚蠊密度不同年份间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变化

幅度较大，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最大值为 2005

年（0.70 只/张），最小值在 2017 年（0.03 只/张）

（图 4：A）；餐饮店的蜚蠊密度在 1995-2007 年

呈上升趋势，2008-2019 年呈下降趋势，最大值

出现在 2007 年（3.96 只/张），最小值在 2000 年

（0.05 只/张）（图 4：B）；宾馆的蜚蠊密度年际

变化趋势表现为先上升而后下降，最大值在 2002

年（1.62 只/张），最小值在 2000 年（0.03 只/张）

（图 4：C）；农贸市场的蜚蠊密度在 2005-2015

年变化趋势较平稳，2016-2019 年略有上升，最

大值出现在 2018 年（6.08 只/张），最小值在 2011

年（0.40 只/张）（图 4：D）；医院的蜚蠊密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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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武汉地区 1995-2019 年蜚蠊密度季节消长情况 

Fig. 2  Seasonality of cockroaches density  
in Wuhan from 1995 to 2019 

 

于较低水平，年际变化趋势较平稳，最大值在

2007 年（0.37 只/张），最小值在 2011 年（0.01

只/张）（图 4：E）。 

2.4  蜚蠊种类组成与相对多度年际变化 

自 1995 年以来，德国小蠊相对多度的占比

呈现上升趋势，从 1995 年 24.45%上升到 2019

年 96.75%；而美洲大蠊、黑胸大蠊相对多度的 

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美洲大蠊从 39.23%下降至

1.47%，黑胸大蠊从 36.33%下降至 1.78%。优势

种构成由德国小蠊、美洲大蠊和黑胸大蠊演变成

德国小蠊为绝对优势种（图 5）。 

 
 

图 3  武汉地区 1995-2019 年不同生境蜚蠊平均密度 

Fig. 3  Th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Wuhan from 1995 to 2019 

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Duncan’s 检验，P＜0.05）。 

Histograms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Duncan’s test, P＜0.05). 

2.5  群落聚类和排序 

以不同年份不同种类蜚蠊种群密度数据为

基础，基于种间欧氏距离原理进行组间平均聚类

分析和物种 nMDS 排序，两者分析的结果具有一 
 

 
 

图 4  1995-2019 年武汉地区不同生境蜚蠊密度的年际变化 

Fig. 4  The density of cockroach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Wuhan from 1995 to 2019 

A．居民区；B．餐饮店；C．宾馆；D．农贸市场；E．医院。 

A. Residential area; B. Restaurant; C. Hotel; D. Farmers’ market; 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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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5-2019 年武汉地区蜚蠊种类组成和相对多度年际变化 

Fig. 5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cockroaches in Wuhan from 1995 to 2019 

 
致性（Stress=0.068 21，表示吻合极好）（图 6，

图 7）。根据聚类和排序的结果，在欧氏距离为

10 的水平下，可以将蜚蠊种群按照年份分成 4

个组群：第 1 组包括 1995、1996、1997、1998 

 

 
 

图 6  以欧氏距离为基础的蜚蠊群落系统类图 

Fig. 6  Hierarchical cluster dendrogram of cockroach 
species based on the Euclidean distance 

和 1999 年共 5 个点位，这些位点在聚类分析图

和排序图上相互之间的距离较近，反映了这 5 年

中蜚蠊群落结构和相对多度较为稳定，相似性

高。第 2 组由 2002、2003 和 2004 年这 3 个位点

组成，这 3 年室内蜚蠊群落依旧由德国小蠊、黑

胸大蠊、美洲大蠊 3 种蜚蠊构成，但黑胸大蠊和

德国小蠊相对多度逐渐增大。第 3 组包括 2005- 

2010、2018 和 2019 年共 8 个点位，组内位点横

轴距离较近，纵轴距离较远，说明受 2 维因素影

响相对较大；第 4 组包括 2000、2001 及 2011-2017

年共 9 个点位，组内位点纵轴距离较远，横轴距

离较近，说明受 1 维因素影响相对较大。 

3  讨论 

种群动态研究在生态学中占有重要位置，近

些年来，群落的变化越来越直接影响人类的活

动，同时人类的活动对群落的波动和演替产生重

要影响（杨持，2008）。本研究通过分析 1995-2019

年连续 25 年的数据，结果研究表明德国小蠊相

对多度由 24.45%升至 96.75%，而黑胸大蠊由

36.33%降至 1.78%，美洲大蠊由 39.23%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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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物种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 2 维分析图 

Fig. 7  The 2-dimentional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  
ordinal configuration of cockroach species 

+ 表示不同年份的蜚蠊群落。+ indicates the cockroach community in different years. 

 
 
 

1.47%，武汉地区室内蜚蠊优势种群由大蠊逐渐

演替为德国小蠊。就不同种类蜚蠊的年平均密度

而言，德国小蠊的年平均密度从 0.07 只/张升至

1.38 只/张，而黑胸大蠊从 0.10 只/张降至 0.03

只/张，美洲大蠊从 0.11 只/张降至 0.02 只/张。 

武汉地区室内蜚蠊群落从大蠊向德国小蠊

逐步演替的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能与

蜚蠊的生物学习性和人为干扰相关：1）德国小

蠊体型小巧，易于躲藏在其他大蠊无法藏身的狭

窄缝隙里（张孟群，2006）；其体表面积小、能

耗低，相对黑胸大蠊对高低温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生伟伟，2009）。2）德国小蠊卵鞘夹于母体尾

端，直至卵粒孵化（吴福桢和郭予元，1984），

该特性有利于保护虫体和卵子躲避环境的不利

因素，例如杀虫剂触杀和人工捕杀。3）德国小

蠊繁殖能力更强，其卵鞘中约有 35-45 个卵粒，

明显高于入侵室内大蠊种（吴福桢，1982；霍新

北，2015）。4）德国小蠊世代发育历期较其他种

类更短，具有更高的繁殖潜力（孙耘芹等，2004）；

德国小蠊一般需要 6 至 7 次蜕皮发育为成虫，而

美洲大蠊需要经历 10 至 12 次。5）人为因素的

干扰；蜚蠊一般以滞留性杀虫剂触杀和胃毒性饵

剂诱杀的化学防治为主，在滞留性杀虫剂的选择

压力下，德国小蠊迅速从抗性个体发展成抗性种

群（Chai and Lee，2010），同时也促进了德国小

蠊体表更迅速的形成保护层，以致体表接触到的

杀虫剂失效；在胃毒性杀虫剂的选择压力下，德

国小蠊较美洲大蠊更容易出现拒食人为点施含

糖量高的饵剂的现象，使得德国小蠊种群进一步

壮大。另一方面与环境因子密切相关。生境破碎

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特征（Savard et al.，
2000），生境破碎化是指在人为活动和自然干扰

下，大块连续分布的自然生境被其它非适宜生境-

基质分隔成许多面积较小的斑块（片断）的过程

（Fahrig，2003）。生境破碎化是人为因素和非人

为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可导致局部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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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王宪礼等，1996；俞文灏等，2019）。

每个物种对生境破碎化的独特反应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繁殖能力强和适

应干扰的本地种或外来种能更快占据破碎化生

境中的斑块并迅速繁衍，而一些抗干扰能力弱的

本地种因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生境而逐渐退化（杨

芳和贺达汉，2007）。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物流业的

蓬勃发展，旅游和贸易交流频繁，生境破碎化破

坏了原来城市优势种大蠊的栖息地，使得大蠊的

种群数量减少，结合大蠊的生态习性，该种群逐

渐消退。然而，生境破碎化有利于扩散能力强的

物种的壮大（Peters et al.，2014）。不同斑块之

间距离较近时，可促进昆虫在不同斑块之间的迁

移、繁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昆虫多样性的发展

（Grez et al.，2004）。德国小蠊有着很强的扩散

能力，能够主动扩散和被动扩散（霍京，2012）。

上述环境的改变更适合德国小蠊的生长繁殖，使

其从无到有，扩散速度迅速，逐渐成为无锡（沈

元等，2011）、兰州（贾玉新等，2009）、南昌（马

红梅等，2020）、银川（郑艳娟等，2020）等多

个城市的优势种。 

不同种类蜚蠊的种群密度有明显的年际动

态。其中，蜚蠊总平均密度年际变化与德国小蠊

密度相关性最强，与美洲大蠊密度呈负相关，与

黑胸大蠊密度相关性不大。德国小蠊已经成为引

起蜚蠊整体种群波动最重要的种类。武汉地区蜚

蠊有明显的季节消长趋势，全年呈单峰型活动。

从 3 月份开始蜚蠊密度逐月上升，直到 9 月份达

到密度高峰，11 月份后密度下降明显。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武汉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完全符合蜚蠊偏好温暖潮湿环境的习性。另一方

面温度的下降影响了蜚蠊的生长发育，但供暖设

备的普及又为蜚蠊室内越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郭慧等，2018）。蜚蠊的平均密度在农贸市场

最高，其蜚蠊密度 2016-2019 年略有上升，可能

与农贸市场食源丰富，生活物质进出频繁，市场

内的木台、砖台、熟食台、杂货架众多，蜚蠊栖

息场所丰富，环境复杂，优势种逐步演替为繁殖

能力更强的德国小蠊等因素相关（冯向阳等，

2012）。从不同生境的年际变化分析，居民区、

餐饮店、宾馆 3 种生境蜚蠊密度整体呈下降趋

势，这与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卫生意识的

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普及离不开；同时，宾馆、

中大型餐饮店、超市大多有第三方除害公司承

包，定期开展灭蟑工作有利于蜚蠊密度的控制。

武汉地区医院生境中蜚蠊平均密度最低（0.11 只

/张）且年际变化趋势较平稳，低于全国医院生

境蜚蠊密度监测的水平（0.32 只/张），一方面可

能是武汉地区医院供暖设备普及程度以及使用

时长低于北方地区，另一方面医院生境蜚蠊侵害

场所不仅在病房，还集中在食源热源丰富的食

堂、被服间等场所（潘艺等，2007），我们的调

查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性。 

蜚蠊与人类的活动联系密切，有效的防治措

施可以使蜚蠊密度明显受到控制，但防治并非一

劳永逸，不能松懈。要做好农贸市场、餐饮店、

宾馆及超市等重点场所的防控措施。本研究的监

测点以武汉地区的室内人居及周边环境为主，监

测的对象多为家栖活动的蜚蠊，有一定的局限

性。实际上可能存在更多的野外活动种类，有待

继续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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