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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对于气象预报的
了解，停留在预估温度、风力、雨
雪等天气情况。此次，北京气象
服务增加“蚊虫叮咬指数”，更好
地贴合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

张勇表示，“蚊虫叮咬指数”
的发布，将蚊虫密度从“主动监
测”向“及时预报”转变，对于“天
气预报”气象服务来说，既扩大
了内容，又显得更加精细化和专
业化，也使得生活信息服务更能
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求。做好
蚊虫叮咬指数的预报工作，对防

止和控制蚊媒传染病也具有较
大的参考意义。蚊媒传染病已
经位列全球传染病的前列，全球
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
通过更好的预测来加强对蚊媒
传染病的控制，对人类的安全健
康都有意义。

除了尽力提高“蚊虫叮咬
指数”的预测准确度，也可以采
用喷涂驱蚊液或者驱蚊花露水
来防叮咬。张勇表示，驱蚊液
或者驱蚊花露水里面含有特定
的化学成分，主要是避蚊胺或

者驱蚊酯，都具有驱蚊效果，这
是已经经过国家实验室检验认
证过的。只要正确使用，涂抹
在裸露的皮肤表面，A级产品
可以保证6个小时有效，B级产
品可保证4个小时有效。对于
驱蚊手环、驱蚊贴、超声波驱蚊
等相关产品，张勇表示，目前我
国还没有相关的标准来验证其
是否有效，因为没有科学实验
室的认证来作支撑，这些产品
是否真能防御蚊虫，还有待进
一步考证。 （北晚）

提前3天预告 最高90%准确率

““蚊虫叮咬指数蚊虫叮咬指数””这样测出来的这样测出来的
今年夏天，北京市气

象局和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联手发布“蚊虫
叮咬指数”，每天给市民
提供蚊虫叮咬风险等参
考信息。这也是继飞絮
指数、花粉指数、汽车尾
气指数等之后，“天气预
报”大家族新添的又一项
“生活指数”。

每天的“蚊虫叮咬指
数”是如何预报出来的？
准确率究竟有多高？记
者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局
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相关专家。

对成蚊的监测，还
会用到一种“人诱停落
法”。监测人员一般会
选择在花房、建筑工
地、汽修厂等环境下

“暴露”自己来吸引蚊
子。白天，专业人员在
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来
到蚊虫比较多的地方，
当蚊子落在身上时，就
用电动吸蚊器吸走，带

回实验室进行分类、计
数、统计分析，以监测
蚊虫的密度。

张勇告诉记者，北
京白天和晚上活动的蚊
虫种类不太一样，白天一
般是黑色身体、伴有白色
条纹的花蚊子多，学名叫

“白纹伊蚊”；而晚上多是
淡色库蚊，也是北京最常
见的一种蚊子。

一天，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
的气象服务首席尤焕苓在社区
里听到了一段关于蚊虫的科普，
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她感觉蚊
虫的生长规律跟气象因素或许
有着某种联系。于是，北京市气
象服务中心就向北京市疾控中
心求助，找来了10年的蚊虫监
测记录，与气象记录进行对应分
析。一比对发现，蚊虫的密度和
气象因素之间关系密切。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
工程师姜江告诉记者，基于蚊虫
与气象因素的关系，他们开始尝
试通过导入气象要素的各种数

值，来推算蚊虫的密度。多元回
归、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K最
近邻分类算法和渐进梯度回归
树，这些略显晦涩的专业名词都
是他们采用的计算预测方法。
姜江说，他们前后用了5种机器
学习方法，并将5种算法的预测
结果进行综合平均，从而精确地
利用气象因素对北京各区“蚊虫
叮咬指数”做出预测。“因为每种
模型捕捉到的特征不一样，所以
取了综合平均值。”

姜江解释，气象因素主要
是通过两个方面对蚊虫造成影
响。一是直接影响。比如，一

场大暴雨过后，如果蚊虫的虫
卵或者成虫被雨水冲走，蚊虫
密度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
下降。另一方面是间接影响，
即气象因素并不直接针对蚊虫
本身作用，而是通过影响蚊虫
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蚊虫密度
发生变化。比如前期的气温、
降雨量大小会影响蚊虫本身的
成长速度以及蚊虫的分布情
况，这是长期的、间接的影响。
同时，还要考虑蚊虫生长周期
的气象要素影响。因为蚊虫从
出生到成蚊叮咬大概要两周时
间，前期的气象要素非常关键。

从今年6月1日起，姜江他
们开始每天出一份北京全市平
均16个区的蚊虫叮咬预报，做
准确率检验。一个多月下来，
他们发现预报准确率虽然有一
定的波动，但是最好的时候可
以达到80%至90%上下。

姜江说，蚊虫监测的数据
样本虽然有10年，但是数据量
其实并不足够大，所以研究出
来的模型动态也处于一个实时

更新的状态，将在后续运用中
不断优化，来进一步提高预报
准确率。“蚊虫密度综合来说还
是比较复杂，像植被的变化、水
体的更改、人为的活动等，都会
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专业技
术人员将考虑加入更多具体的
数据，比如人口密度的数据、水
体环境的数据等。尤其是在分
区预报中，虽然每个区的气象

要素和蚊虫密度数据不同，但
各个区的人口密度、植被、水体
等都是不一样的，要把更多的
相关要素数据加进去。

此外，蚊虫的变化有一个
自身的曲线，其中会有很多“噪
音”，比如突发情况等，后续研
究中如果能把类似的“噪音”完
全剔除掉，才会是一个比较稳
定的模型状态，计算出来的结
果才会更精准。

“灯诱”+“人诱”

怎么测

7月16日，北京“蚊
虫叮咬指数”首次发布，
对未来3天的蚊虫叮咬
风险进行预报，并据此
提出不同等级下相应的
个人防护建议。

北京市疾控中心消
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副
所长张勇解释，人体呼
出的二氧化碳是吸引蚊
虫的主要原因之一，每
个人虽然有差异，但无
关血型、性别等因素。
每个人的汗液分泌出的
一些特定成分，也会在
不同程度上吸引蚊子，
这跟每个人的饮食习
惯、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等密切相关。但有一些
人，确实更容易招蚊子：

比如运动员或者块头比
较大的人，他们呼出的
二氧化碳量更大，更容
易招蚊子；还有爱出汗、
体温相对高的人，以及
穿深色衣服的人；再有
就是不爱洗澡、体味较
重的人也更易招蚊子。
不过，张勇表示这些研
究目前还处于基本定性
阶段。

蚊虫飞来飞去，这
个叮咬指数究竟怎么
测？凭“人体实测”吗？

“只要有二氧化碳，就能
吸引蚊子。”张勇告诉记
者，从2008年开始，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就开始用“二氧化碳诱
蚊灯法”来监测蚊虫了。

二氧化碳诱蚊灯是
一台模拟人体二氧化碳
呼出量的监测设备，配
备有光源，连着二氧化
碳气瓶，还有一个诱捕
蚊虫的收集笼。

之前采用光诱捕
法，除了蚊子，还会招来
蛾子、甲虫等昆虫。二
氧化碳不同，它只招蚊
子，用“二氧化碳诱蚊灯
法”来监测蚊虫，敏感性
更好、准确度也更高。

每天日落前一小时
和日落后一小时，是蚊
虫活动的高发期，每隔
一旬（10天），“二氧化
碳诱蚊灯”就会在这两
个小时间被放置在室
外。根据蚊虫的活动特
点，诱蚊灯一般会放在
公园、居民区、旅游景点
等区域的草丛、竹林、水
边等。目前，北京全市
共挑选了100多个不同
环境的监测点。

1、二氧化碳诱蚊灯法

2、人诱停落法

难在哪

找来10年蚊虫监测记录做对比

准确率

最高90% 后续将优化

新趋势

气象服务更贴近百姓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