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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奇妙
夏天到了，蚊子也开始活跃起来，有时候小米姐姐就会被叮得满身大包小包，奇痒难耐，让
小米姐姐很苦恼。同学们，你们可能不知道，蚊子虽小且寿命短，但传宗接代的能力超强，
想要消灭蚊子，可不是件容易事儿。而且蚊子还能传染多种多样的疾病，甚至有人称蚊子是
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动物。可以说，小小蚊子，能耐可真不小！本期小米姐姐就带你深入了解
蚊子。

小蚊子 大能耐
蚊子的一生
蚊子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一只蚊子一生能产1000~3000个卵，它们通
常在水中或水边产卵，卵孵化后1~2天变成幼虫，也叫孑（jié）孓（jué）；孑孓也在水中
或水边生活，靠吃水里的微生物生存，孑孓在5~7天时间之内经过4次蜕皮之后会变成蛹；蛹
再经过2~3天就能完全成熟，变成成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蚊子。可以说蚊子1~2周之内
即可繁殖一代，且每次繁殖的数量也极其可观。
在自然条件下，雄性蚊子交配后，一般只能存活一周左右，雌性蚊子交配后可以活1~2个
月。蚊子一般在4月份开始出现，到8月中下旬达到活动高峰。除了春天之外，秋天也是蚊子
繁殖的高峰时期，这时蚊子主要为了产卵过冬，等到温度低于10℃，蚊子便会停止繁殖。蚊
子会选择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大量产卵，这些受精卵在冬天会进入休眠期，并不会孵化，等到
第二年春天天气变暖，才逐步发育变成蚊子。冬天大部分成虫蚊子都会死去，只有极少数蚊
子能够幸存，躲在温暖安全的地方，进入冬眠期，如果能有幸活到第二年春天，便又可以出
来害人了。
虽然蚊子的寿命很短，但是由于繁殖周期短、产卵量大，一个夏天之内便可繁殖好几代，真
可谓“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

蚊子“咬人”的秘密
蚊子“咬”人离不开它的嘴——口器。我们都知道，蚊子“咬”人并不是真正的咬我们，吃
我们的肉，而是吸食我们的血液。蚊子是没有牙齿的，它们的口器由6根针状的结构组成，
吸血时，6根“针”各司其职，保证蚊子能够在一瞬间深入毛细血管，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得
大量营养物质，然后迅速逃离。
蚊子的唾液中含有抗凝血剂，因此在蚊子吸血时，会先通过口针把唾液注入人体血管，防止
血液凝固，从而保证它能源源不断地吮吸血液。然而蚊子的血液对于人体来说是外来物，人
体遭遇外来物入侵时，免疫系统会产生组织胺来对抗它。组织胺会使毛细血管扩张、血管壁
通透性增强，导致血液中的血浆渗出，进入组织液当中，从而造成蚊子叮咬处周围组织的肿
胀。同时，组织胺还会刺激神经系统，将痒的信号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让我们感觉到痒，
意识到自己被咬了。这就是被蚊子叮咬后会痒并且起包的原因。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引
起免疫反应的强度也不同，所以被咬后的症状也不完全一样。
你知道吗？平时“咬”我们的蚊子都是雌蚊子，雄蚊子是不“咬”人的，它们靠吸食植物的
汁液或花蜜维持生命。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雌蚊子和雄蚊子本身都能通过吸食植物中的汁液和花蜜来维持自身生命，但是想要繁
殖后代，这些植物中的营养物质便不能满足蚊子的需求了。雌蚊子卵巢的发育需要蛋白质，
这是植物汁液和花蜜中所没有的。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可以充分满足雌蚊子的需求，促
进雌蚊子的卵巢发育、卵子成熟，还能使蚊子的产卵量增加，繁殖更多后代。雌蚊子在第一
次“咬”人之前都是已经交配过的，为了繁殖后代，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咬”人。而雄蚊
子由于不需要产卵，也就不需要补充蛋白质，自然就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咬”人了。由于
雄性蚊子没有吸食血液的需求，因此雄性蚊子的口器也相应退化了，无法刺破人的皮肤。

蚊子虽小 但不可小觑
蚊子身长一般只有4~6毫米，虽然个头很小，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是名副其实的杀手，被认为
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动物。蚊子是多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如疟疾、登革热、乙型脑炎、黄热
病等。据研究，蚊子能够传播的疾病多达80多种，每年因为蚊子传播疟疾而导致死亡的人数
以百万计，单是在非洲每年就有约100万人因疟疾而死亡。 
那蚊子是如何传播疾病的呢？以头号“杀手”疟疾为例，蚊子吸食疟疾患者的血液时，会将
疟原虫吸入体内，当这个蚊子再去咬别人时，就会通过唾液把疟原虫注入到原本健康的人体
内，于是此人便感染了疟疾。
古今中外，发生过很多蚊子杀人的事件。当年古罗马军队在远征阿拉伯半岛时，成千上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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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在当地被蚊子传染了疟疾，卧床不起甚至丧命，最终，此次远征因为蚊子而以失败告
终。19世纪初，法国远征军在试图夺取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控制权时，遭遇北美洲蚊子的“袭
击”，大量军人感染黄热病，失去战斗力，最终导致战争失败。据文献记载，在我国清代末
期，广西某军营就因为蚊子而发生疫情，大批将士感染疟疾，最后几乎全部死亡。
同学们，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蚊子的知识，大家在夏天的日常学习生活时，尤其是外出游玩
时，一定要注意防蚊叮咬噢，蚊子虽小，但千万不可轻视它哟！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科技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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