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中山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林克亮 博士 
 
 
 
 
 
第一部份：台灣蛺蠓型態之研究 
Part I : The Morphological Study Of The Biting Midge, 

Forcipomyia (La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第二部份：台灣蛺蠓叮咬後之血清病學研究 
Part II : Serological Epidemiology Of The Biting Midge, 

Forcipomyia (La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研究生：黃杏英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 II - 

誌  謝 
 

本論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恩師林克亮博士對學生在學業上的

提攜與指導，使學生無論在治學方法、學習態度及人生的處事哲學上受

益匪淺。師恩之浩蕩，永誌銘心。  

另外，在論文進行期間，感謝系上李瑤玲、王麗娜老師對於論文

的悉心指教及實驗方面的多方面指導，同時感謝、邱慧玲、張懿欣老師

給予的指導。在實驗進行期間，感謝澤民、威廷、智凱等學弟妹在各方

面提供的各種協助。 

最後，要感謝我的我的父母親，以及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

對我這幾年來的無怨無悔的支持，謝謝你們一路陪伴我走過這漫長的

路。 

 

 黃杏英    謹誌於 

 中山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 I - 

目 錄 

目 錄....................................................................................................... I 

表目錄...................................................................................................III 

圖目錄...................................................................................................IV 

第一部份 台灣蛺蠓形態之研究 .............................................................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2 

第一章 文獻回顧................................................................................... 4 
第一節 台灣蛺蠓發現的歷史........................................................... 4 
第二節 台灣蛺蠓的分類學地位....................................................... 4 
第三節 台灣蛺蠓的生態研究........................................................... 5 
第四節 台灣蛺蠓的型態研究........................................................... 6 
第五節 台灣蛺蠓的危害及防治工作................................................ 7 

第二章 材料之來源與標本製作............................................................. 9 
第一節 材料來源－人體誘集法(human bait method)及培育法......... 9 
第二節 標本製作 ............................................................................. 9 
第三節 微細形態之掃描電子顯微鏡之觀察...................................10 

第三章 實驗結果..................................................................................11 
第一節 一般形態之描述.................................................................11 
第二節 微細構造之觀察結果..........................................................23 

第四章 結 論........................................................................................31 

 

第二部份 台灣蛺蠓叮咬後之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34 

中文摘要...............................................................................................35 

Abstract .................................................................................................36 

第一章 前 言........................................................................................37 

第二章 文獻探討..................................................................................39 



- II - 

第一節 昆蟲過敏原的發現及發展 ..................................................39 
第二節 蚊蟲叮咬後引起的過敏性反應種類及症狀........................40 
第三節 過敏反應的機轉.................................................................43 
第四節 蚊蟲過敏原之間的交叉反應研究.......................................47 

第三章 實驗材料及方法.......................................................................48 
第一節 製備蚊蟲抗原萃取液..........................................................48 
第二節 蚊蟲過敏原蛋白分析..........................................................49 

第四章 實驗結果..................................................................................52 
第一節 台灣蛺蠓雌蟲叮吸人血及引起的皮膚反應........................52 
第二節 台灣蛺蠓蟲體抗原及唾液腺抗原萃取液的電泳結果 .........52 
第三節 台灣蛺蠓蟲體的特異性 IgE................................................52 
第四節 分析具有一般皮膚反應病人血清中的台灣蛺蠓蟲體特異.性

IgE抗體 .............................................................................55 

第五章 討 論........................................................................................57 
第一節 蟲體唾液腺抗原與蟲體抗原的蛋白質分布情形.................57 
第二節 分析不同時期(stage)的叮咬後皮膚反應與 mosquito- . specific 

IgE濃度的相關性..............................................................57 
第三節 分析叮咬頻率與特異性 IgE抗體的血清流行病學變化......58 

第六章 結 論........................................................................................60 

參考文獻...............................................................................................61 

 
 



- III - 

表目錄 

表 1. 統計檢定結果 ..............................................................................56 
 



- IV - 

圖目錄 

圖 1. 台灣蛺蠓蟲卵之外觀 ...................................................................12 

圖 2. 台灣蛺蠓蟲卵之圓形卵孔............................................................12 

圖 3. 台灣蛺蠓蟲卵之卵殼末端............................................................13 

圖 4. 台灣蛺蠓蟲卵孵化後之卵殼........................................................13 

圖 5. 台灣蛺蠓老熟幼蟲之體節............................................................15 

圖 6. 台灣蛺蠓幼蟲之體節剛(刺)毛 .....................................................15 

圖 7. 台灣蛺蠓幼蟲蟲體之小刺突........................................................16 

圖 8. 台灣蛺蠓幼蟲前胸之偽足............................................................16 

圖 9. 台灣蛺蠓幼蟲腹部之角狀突起 ....................................................17 

圖 10. 台灣蛺蠓幼蟲之腹部偽足..........................................................17 

圖 11. 台灣蛺蠓蛹時期之頭、胸及胸背部...........................................18 

圖 12. 台灣蛺蠓成蟲之整體外觀..........................................................19 

圖 13. 台灣蛺蠓成蟲之複眼 .................................................................20 

圖 14. 台灣蛺蠓成蟲之觸角 .................................................................20 

圖 15. 台灣蛺蠓成蟲之口器 .................................................................21 

圖 16. 台灣蛺蠓成蟲之翅膀及平均棍 ..................................................21 

圖 17. 台灣蛺蠓成蟲之腹部 .................................................................22 

圖 18. 台灣蛺蠓成蟲之腹部儲精囊......................................................22 

圖 19. 台灣蛺蠓成蟲之爪 .....................................................................23 

圖 20. 台灣蛺蠓幼蟲之頭部 .................................................................26 

圖 21. 台灣蛺蠓幼蟲之腹部及胸部......................................................26 

圖 22. 台灣蛺蠓蛹期之頭部 .................................................................27 

圖 23. 台灣蛺蠓蛹期之胸部 .................................................................27 

圖 24. 台灣蛺蠓雌蛹之尾部 .................................................................28 



- V - 

圖 25. 台灣蛺蠓雄蛹之尾部 .................................................................28 

圖 26. 台灣蛺蠓成蟲之複眼 .................................................................29 

圖 27. 台灣蛺蠓成蟲之口器 .................................................................29 

圖 28. 台灣蛺蠓雌蟲之觸角 .................................................................30 

圖 29. 台灣蛺蠓雌蟲叮咬手臂之情形 ..................................................53 

圖 30. 台灣蛺蠓叮咬後產生的一般型皮膚反應...................................53 

圖 31. 以台灣蛺蠓蟲體為抗原的 SDS-PAGE及西方墨點法分析 ........54 

圖 32. 分析具有一般皮膚反應的台灣蛺蠓蟲體特異性 IgE..................56 



- 1 - 

 

 

 

 

 

 

第一部份 台灣蛺蠓形態之研究 

Part I : The morphological study of the biting m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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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蛺蠓於 1913 年被發現並命名為 Forcipomyia (Le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民間另有若干俗稱如“小黑蚊”。過去其分佈較為單

純，而近幾年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各處，幾乎遍佈台灣全省。同時，近

幾年來亦時有此蚊蟲騷擾當地居民。 

目前環保署等相關單位主要針對台灣蛺蠓進行幼蟲孳生源的調查

及生態和防治的研究，結果發現化學防治法對於台灣蛺蠓幼蟲的效果，

並不如成蟲之理想，而本亞屬之成蟲在分類上很難區別，因此必須輔以

其他各期的型態，方能做正確的分類。此外，這些微細的構造，對此類

昆蟲的鑑定也非常重要。本研究是以採自台中大坑之台灣蛺蠓成蟲，經

實驗室飼育後，對於卵、幼蟲、蛹及雌雄成蟲做一重新描述，並以掃描

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此蟲之各期型態，觀察其微細之構造且加以敘述，希

作為分類鑑定之參考，更希望能提供防治工作一個新的指標。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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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ipomyia (Le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was discovered and 

designated in 1913. This species is also called by many other names. The 

distribution of Shiraki was restricite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it was 

spread out rapidly and covered almost the whole Taiwan. In this local area 

(Taichung), this mosquito has been found and become an annoyance to 

local people.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ity (EPA)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have conducted the studies about larva breeding, ecology, and 

control of Forcipomyia (Le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fficacy of chemical control to larva is not as good as that to the 

mature mosquito. Since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rcipomyia spp based on the 

morphology of mature mosquito is difficult, the study on the morphology  

of other stages would be of great help in the classification. Therefore, the 

analysis fo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in all stages are also important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 bloodsucking midge, Forcipomyia (La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The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are collected from Ta-Ken 

area in Taichung by human baitting method. The ultra-structure of the 

midge was studied by means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analyzed 

for all stages. The data from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i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hemical control for Forcipomia tai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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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台灣蛺蠓發現的歷史 

台灣蛺蠓的確實記錄，最早是由日本昆蟲學家 Shiraki於 1913年在

台灣北、中部所發現的，並將台灣蛺蠓命名為 Forcipomyia(Le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民間通稱，例如俗稱小黑蚊，

亦有人稱之為〝黑微仔〞、〝網微仔〞或〝小金剛〞等。1937年由 Tokunaga

再對此蟲加以描述。 

 

第二節  台灣蛺蠓的分類學地位 

台灣蛺蠓在分類學上是屬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中的六足綱(又稱

昆蟲綱 )、雙翅目 (Diptera) 、 蠓 科 (Ceratopogonidae) 、蛺蠓屬

(Forcipomyia) 、蠛蠓亞屬(Lesiohelea) 。昆蟲綱有許多特點：舉凡身體

各部的附肢如腳、觸角等均分節以及在成蟲時期具有六隻腳等。絕大多

數的昆蟲具有變態的性質，而變態又分為完全變態和不完全變態兩種；

完全變態的昆蟲必須經過卵、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而不完全變態

者則不具有蛹這個階段，因此不完全變態者幼蟲和成蟲的差異僅於翅膀

之有無、性器官之發育完全與否以及個體之大小，其他的外表均無差

異；但在完全變態類的昆蟲在幼蟲及成蟲的差異性卻很大，不但是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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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而且生活習性常常相差很遠。昆蟲綱的雙翅目被認為現今種

類最多、族群最大的一種。蠅、蚊、虻等之多數昆蟲皆屬於本目，大抵

為中型乃至微小之種類。其頭部由狹長之頸狀部與胸部相連，故能自由

運動。複眼發達，往往佔頭部表面之大部分，另外還有三個單眼。觸角

位於複眼之間，其形態多變化，在分類上頗為重要。口器適於吸收；其

構造因不同科而大異。如蚊之口器各部皆延長成針狀，適於穿刺及吸

收，而家蠅之口器則無大小顎，其他各部僅適於舔食。另外蚊科的翅膀

僅前翅發達，脈相與基本型相似，而後翅則退化成一種只具平衡的功

能，而缺少飛翔能力的棍狀之器官，故稱為平均棍(Haltere of Balancer)。

胸部以中胸為最發達。腳形態不一，蚹節一般為五節。 

 

第三節  台灣蛺蠓的生態研究 

台灣蛺蠓為雙翅類屬變態完全，其習性甚為複雜。台灣蛺蠓的幼

蟲為路棲生活，雄性成蟲蛀食於植物之莖幹中，雌性成蟲則嗜吸人血，

以血液中營養可使得體內之卵發育。 

蠓科至少有 60 屬 ，包括庫 蠓 屬 (Culicoides) 、蛺蠓屬

(Forcipomyia) 、勒蠓屬(Leptoconps)及裸蠓屬(Austraconps)等等。台灣

蛺蠓主要分佈區在中國大陸及台灣，如大陸地區的四川省(張本華，1951

年)、福建省(陳和蔡，1962 年)、廣東省、廣西省、湖南省、湖北省、

山東省(李鐵生，1975年；1978年) 。目前在台灣已知蠛蠓亞屬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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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4種之多，但其中僅台灣蛺蠓及三地蛺蠓(Forcipomyiia anabaenae)

確定會叮吸人血(Lien, 1989；1991)，而以台灣蛺蠓危害最為嚴重。過去

發現台灣蛺蠓分布的範圍較為單純，以中部的南投縣及台中縣，南部的

台南縣及嘉義市(莊益源，1994年)與東部的花蓮縣(Chen., et al., 1979年)

較為嚴重，而近幾年來以極其快的速度蔓延到各處，幾乎遍佈台灣全

省。目前除基隆、苗栗、屏東及台東等縣市沒有發現台灣蛺蠓的危害記

錄外，各縣市在靠近山邊的地方皆有所聞。而其危害的範圍也有從鄉村

逐漸蔓延到都市邊緣的趨勢。例如台中市大坑、太平市、花蓮市、彰化

市、嘉義市以及附近的風景區皆難以倖免。過去分布的高度也由過去在

鹿谷鄉廣興村約 350公尺海拔的高度 (莊益源，1994年)到 1996年信義

鄉自強村約 470公尺高的高度 (張伯熙，1997年)。 

 

第四節   台灣蛺蠓的型態研究 

1913年素木氏首先在台灣記錄此小蟲，並對其形態做簡單之描

述。1937年間再由 Togunaga對此蟲加以重新描述  (陳錦生，1980年)。

大陸方面，1951年張本華等人在四川採集所得雌蟲，做了形態方面之

描述。1967年 Sun.及 1971年 Sun等人經由實驗室之飼育描述卵、幼蟲、

蛹期之各期形態，並仔細描述成蟲之各部形態。1980年由裘和榮報導

防治台灣蛺蠓時，對於幼蟲孳生地點防治效果的評估認為必須依賴幼期

(卵、幼蟲、蛹)型態方面的鑑定，以區別蛺蠓屬內其他亞屬和非吸血蠓

類之卵、幼蟲、蛹期之形態，並指出台灣蛺蠓幼蟲最重要形態之變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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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齡幼蟲脫皮前後，而二到四齡幼蟲形態改變不大。1980年由陳錦

生等人提出蠛蠓亞屬(Lasiohelea)不同種類間之成蟲差異極微，須輔以各

蟲期之形態作為分類之依據，故於實驗室內飼育台灣蛺蠓，以各蟲期之

形態特徵，作更完整詳細之描述，並配合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各部份

詳細構造。 

 

第五節   台灣蛺蠓的危害及防治工作 

台灣蛺蠓為日間、室外吸血危害之小型的吸血性蚊子。在台灣，

它是屬於一種區域性，但大量分佈於本省東部，中部及南部各縣市，尤

其於每年 5-8月更是其猖獗時期，穿過居家的紗窗、紗門進入室內叮吸

人血。雌性成蟲嗜吸人血，體長約 1.44mm (Sun, 1967) ，經常群體攻擊

裸露的部份，尤其是小腿部。常會造成常見的皮膚反應，而這種皮膚反

應既痛且有奇癢，同時有紅色丘疹出現久而不退(俗稱紅豆冰) ，其症

狀依個人體質不同而異。除了上述因叮咬造成個人身體之不適外，甚至

可能因此而影響地區的經濟，尤其在中部地區小黑蚊引發的問題更是嚴

重，以南投地區尤甚，南投鹿谷鄉魚蝦保護區清水溪沿岸一帶發現其大

量分布，而使觀光事業受損甚鉅。 

近年來，一些環保團體及研究單位為了瞭解並防治其所造成的各

種危害，已投注相當的人力及物力進行研究幼蟲孳生源調查(王凱淞，

1997年)及生態和防治的研究，但對於危害逐年加厲之小黑蚊至今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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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控制其族群密度，受害較嚴重之縣市僅能於成蟲密度較高之月份

實施藥劑噴灑，稍減其危害程度，然而常因成效不佳而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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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之來源與標本製作 

第一節  材料來源－人體誘集法(human bait method)及培育法 

選擇位於台中市大坑的某處竹林，將手腳完全暴露於環境中，數

分鐘後即可利用採蚊器捉回正在叮吸人血之台灣蛺蠓雌蟲。採回吸血之

雌蟲放於內置潮溼濾紙之紙杯或小試管內，約三日後即可見其產卵於濾

紙上。將所產之蟲卵移置於直徑九公分，高約 3.5公分之玻璃培養皿內，

皿內預置約 1公分厚，以消毒過之泥土與酵母粉以 1：1比例混合的飼

育基底，並壓平以做為幼蟲活動之基底。再置於黑暗之生長箱 ( 28℃，

80％RH)飼育，發現大部分的卵於產下約 3 日後孵化，幼蟲期約 16-18

日，蛹期約 3-5日，整個生活史從卵到成蟲約需 21-26日，飼育出之成

蟲最久可活 26日(Sun, et al., 1971)。 

 

第二節  標本製作 

將孵化的卵，幼蟲，蛹及成蟲分別依需要製作標本。幼蟲以四齡

為主，先以毛筆沾酒精或水，將蟲體移出，放入開水中殺死，並使蟲體

伸直。之後分別於 70%，80%，90%，95%及 100%中酒精脫水 10分鐘，

再移入木餾油與二甲苯 1：1混合液中浸泡約 24小時後，移至玻片，以

加拿大膠封入即可觀察。蛹則先於 1% KOH 中加熱約 3分鐘，再經由



- 10 - 

水洗，脫水等步驟，其餘程序與幼蟲標本製作法相同。應注意者係本種

之幼蟲於化蛹時，常將脫下之皮黏附於蛹之尾端，因此，製作標本前，

須先使用微針將幼蟲遺留之皮除去，方能清楚的觀察。至於成蟲標本之

製作過程，亦與蛹標本之製作法相同，惟雌蟲須將頭，胸，腹及兩翅以

微針挑開以利觀察；而雄蟲除了上述幾部份外，尚須將交尾器挑開，做

更詳細之觀察。 

 

第三節  微細形態之掃描電子顯微鏡之觀察 

本研究對於卵、幼蟲、蛹及雌雄成蟲之微細特徵觀察，係以各期

之標本先以酒精脫水後，再經由 CO2 之臨界點乾燥 (critical point 

drying) ，以防止其變形。乾燥後之標本再置於蒸著器中，於 1-5 ×10-5 

Torr之高真空下，以碳與金雙重蒸著(coating) ，蒸著後之標本，在 15KV

條件下，以 JSM-15型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以下簡稱 SEM 檢查)(王重

雄，羅竹芳，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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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結果 

第一節  一般形態之描述 

本研究係利用已處理過的標本進行一般形態之觀察與測量，描繪

作業則採顯微鏡加裝投影機方式直接描繪。各期形態特徵之記述主要依

1965年 Chan and Feroux，1964年 Saunder 及 1979年 Chen等人之方法。 

1. 蟲卵之觀察結果 

(1) 外觀：呈長橢圓形，從側面觀看時則稍為彎曲。卵的一端有一個

圓形卵孔，含有一層薄膜封住。幼蟲孵化時，卵殼自末端約三分

之一處斜裂。幼蟲孵化後遺留之卵殼呈拖鞋狀，內部為褐色且呈

光滑狀，有關其外觀特徵部份請參見圖 1至圖 4。 

(2) 長度：約為 0.28mm，最寬處約 0.08mm。 

(3) 卵殼顏色：為黑色，無明顯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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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蟲卵的外觀呈橢圓形 

圖 1. 台灣蛺蠓蟲卵之外觀 

 
 

 
說明：台灣蛺蠓蟲卵的一端有一個圓形卵孔，由一層薄膜封住。 

圖 2. 台灣蛺蠓蟲卵之圓形卵孔  



- 13 - 

 

 
說明：台灣蛺蠓蟲卵將孵化幼蟲時，自卵殼末端的三分之一處斜裂。 

圖 3. 台灣蛺蠓蟲卵之卵殼末端  

 

 
說明：台灣蛺蠓之蟲卵孵化後遺留的卵殼呈拖鞋狀。 

圖 4. 台灣蛺蠓蟲卵孵化後之卵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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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熟幼蟲之觀察結果 

(1) 體長：約 2.7mm，具有 12個體節，請參見圖 5。 

(2) 顏色：呈棕褐色。 

(3) 外觀：每一體節上皆長有二對剛(刺)毛，左右對稱。幼蟲體表分

布許多小刺突，在顯微鏡下呈鱗片狀，請參見圖 6至圖 7，說明

其主要特徵如下： 

(a) 頭部份：頭部深褐色。 

(b) 胸部份：前胸及腹部最後一節各具一偽足，其餘各節均無足，

胸部三節及腹部一至八節各具二對剛(刺)毛，左右對稱，分別位

於背面及體側面。前胸偽足發達，具五對黑色之鉤刺及五對透

明之鉤狀毛，請參見圖8。 

(c) 腹部份：腹部倒數第二節及最末一節各具一對向後之角狀突

起，腹部末端偽足則具9對黑色鉤刺，請參見圖9至圖10。 

3. 蛹之觀察結果：蛹為裸蛹，雌者體長約1.9mm，雄者約2.1mm，初蛹化

時為淺褐色，而後顏色漸深，至羽化前，變為深褐色。蛹殼表面具有許

多小刺突，頭部、胸部及胸背部之中央均有瘤突，請參見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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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老熟幼蟲具有 12個體節。  

圖 5. 台灣蛺蠓老熟幼蟲之體節 

 

 
 
 
 
 
 
 
 
 
 
 
 
 
 
 
 
 

說明：台灣蛺蠓幼蟲的每一個體節皆長有兩對剛(刺)毛且為左右對稱 

圖 6. 台灣蛺蠓幼蟲之體節剛(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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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幼蟲蟲體的小刺突，在顯微鏡下呈鱗片狀。 

圖 7. 台灣蛺蠓幼蟲蟲體之小刺突 

 
 
 
 
 
 
 
 
 
 
 
 
 
 
 

 
 
 
說明：台灣蛺蠓幼蟲前胸的偽足具五對黑色的鉤刺及鉤狀毛。 

圖 8. 台灣蛺蠓幼蟲前胸之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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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幼蟲的腹部倒數第一及第二各具一對向後之角狀突起。 

圖 9. 台灣蛺蠓幼蟲腹部之角狀突起 

 
 
 
 
 
 
 
 
 
 
 
 
 
 
 

 
 
 
說明：台灣蛺蠓幼蟲的腹部末端偽足具九對黑色鉤刺。 

圖 10. 台灣蛺蠓幼蟲之腹部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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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蛹時期的頭、胸及胸背部之中央均有瘤突。 

圖 11. 台灣蛺蠓蛹時期之頭、胸及胸背部 

4. 成蟲之觀察結果 

(1) 身體長度：約 1.44±0.2mm (n=30)，請參見圖 12。 

(2) 外觀 

(a) 頭部部份：呈黑色，觸角及口器則為深褐色；兩複眼相連，連

接處長約4個小眼面；觸角14節，基節較大，暗褐色，2 - 9節為

念珠狀，10 - 14節則明顯延長，小顎鬚有5節，第三節膨大，請

參見圖13至圖14。 

(b) 口器部份：大顎約具16齒，小顎外葉約有20齒。頭楯約具19根

鬃毛，請參見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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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胸部部份：為暗褐色，小盾板具7-8根粗鬃 

(d) 翅膀部份：長度約1.0±0.1mm，翅寬約0.4±0.1mm。翅不具斑

點，翅面密生小毛及粗毛，翅脈呈黑色。平均棍1對，呈淺褐色，

請參見圖16。 

(e) 腹部部份：背板暗褐色，腹板褐色，腹板體節上中央具有一心

形之孔，尾毛為圓形，呈淡褐色，儲精囊為一個，呈圓形，請

參見圖17至圖18。 

(f) 爪部份：呈彎形，為雙鉤，爪間體發達，請參見圖19。 

 
 
 
 
 
 
 
 
 
 
 
 
 
 
 

 
 
 
 

圖 12. 台灣蛺蠓成蟲之整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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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複眼相連，連接處長約 4個眼面。 

圖 13. 台灣蛺蠓成蟲之複眼 

 
 
 
 
 
 
 
 
 
 
 
 
 
 
 
 

 
 
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觸角有 14節，觸鬚有五節。  

圖 14. 台灣蛺蠓成蟲之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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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大顎約有 16齒，小顎外葉約有 20齒。 

圖 15. 台灣蛺蠓成蟲之口器 

 
 
 
 
 
 
 
 
 
 
 
 
 
 
 
 
 

 
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翅膀及平均棍的表面密生小毛及粗毛、。 

圖 16. 台灣蛺蠓成蟲之翅膀及平均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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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腹部具有一個心型之孔，尾毛成圓形。 

圖 17. 台灣蛺蠓成蟲之腹部 

 
 
 
 
 
 
 
 
 
 
 
 
 
 
 
 
 

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腹部尾端具有一個儲精囊。 

圖 18. 台灣蛺蠓成蟲之腹部儲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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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爪呈彎形且為雙鉤。  

圖 19. 台灣蛺蠓成蟲之爪 

 

第二節  微細構造之觀察結果 

成蟲之口器構造，觸角感覺毛之分佈，小顎鬚感覺毛之分布及其

他各期之特徵，主要依 Snodgrass (1935)；Chu-Wang,et al.(1975) ，Matsuo 

et.  al.(1974a,b)及Wirth Navai (1978)等人的方法。 

1. 卵之外觀特徵 

(1) 顏色：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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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觀：卵殼外膜散佈許多不規則形之白色乳突，有些乳突則 2-3

個相連，平均每 100μ2 之面積約有 20個乳突。卵殼內膜較平滑，

無乳狀突起，乳突之分佈為散生。 

2. 老熟幼蟲之外觀特徵 

(1) 頭部份：頭部主要剛毛排列有三對及一對觸角較粗短請參見圖

20。 

(2) 胸部份：胸部及腹部一至八節之背面及側面各具火炬形剛毛一

對，各剛毛上覆有 10隻小剛毛，請參見圖 21。 

(3) 腹部份：腹部倒數第二節及最末一節各有一對向後伸出之角狀刺

突。 

3. 蛹之外觀特徵 

(1) 頭部份：頭部具呼吸管一對，各具 14 個氣孔突起，呼吸管長

0.1mm，最寬處 0.04mm，氣管位於呼吸管中央。頭部及胸部背面

具許多小瘤突，請參見圖 22。 

(2) 胸部份：胸部背面中央具長形之脊狀突起，請參見圖 23。 

(3) 尾節部份：尾節之形狀，雌雄不同，雌蟲具三角形之尾部突起一

對，左右對稱，最寬處約 0.06mm，長約 0.07mm，此外，雄蟲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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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具有一對中央性片，此為雌雄蛹之主要區別，請參見圖 24 至

圖 25。 

4. 成蟲之外觀特徵 

(1) 頭部份：複眼由許多小眼構成，此等小眼是以六角錐形方式排

列，小眼面並非六角形而是圓形，小眼面之直徑約 10μm，請參

見圖 26。 

(2) 口器部份：口器由大顎、上唇上咽頭、小顎外葉、下唇側舌等部

位構成，與蚊之口器相似。大顎為針狀，為主要之穿刺器官，其

前端一側為鋸齒狀，約 16 齒；小顎外葉亦有較不明顯之鋸齒約

20齒。下唇端之唇瓣向外擴展成寬盤形；在唇瓣間裂隙孔前方之

內壁，可清楚見到較細長之齒狀物，稱為小口前齒，請參見圖 27。 

(3) 觸角部份：雌蟲之觸角上具各種感覺毛，其種類依各節之不同而

異，最末一節較複雜，包括有剛毛感覺器，錐狀感覺器及毛狀感

覺器，在最頂狀的乳狀突起，應屬於鐘狀感覺器，請參見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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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幼蟲的頭部有三對剛毛及一對粗短的觸角。 

圖 20. 台灣蛺蠓幼蟲之頭部 

 
 
 
 
 
 
 
 
 
 
 
 
 
 
 
 
 
 
 
 
說明：台灣蛺蠓幼蟲的腹部及胸部的剛毛呈火炬型。 

圖 21. 台灣蛺蠓幼蟲之腹部及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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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蛹期的頭部具一對呼吸管，氣管位於呼吸管中央。 

圖 22. 台灣蛺蠓蛹期之頭部 

 
 
 
 
 
 
 
 
 
 
 
 
 
 
 
 
 
 

說明：台灣蛺蠓蛹期的胸部背面中央具長形之脊狀突起。 

圖 23. 台灣蛺蠓蛹期之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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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雌蛹具有三角形之尾部突起一對。 

圖 24. 台灣蛺蠓雌蛹之尾部 

 
 
 
 
 
 
 
 
 
 
 
 
 
 
 
 
 

說明：台灣蛺蠓雄蛹除尾部突起外，還具一對中央性片。 

圖 25. 台灣蛺蠓雄蛹之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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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成蟲的複眼由小眼以六角錐形方式排列構成。 

圖 26. 台灣蛺蠓成蟲之複眼 

 
 
 
 
 
 
 
 
 
 
 
 
 
 
 

 
 
 
說明：台灣蛺蠓的口器由大顎、上唇上咽頭、小顎外葉、下唇側舌等部位所構成。 

圖 27. 台灣蛺蠓成蟲之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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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台灣蛺蠓雌蟲的觸角上具各種感覺毛包括剛毛感覺器，錐狀感覺器及毛狀感

覺器。 

圖 28. 台灣蛺蠓雌蟲之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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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 論 

在台灣雖然尚未發現台灣蛺蠓會傳播疾病，但有報告指出台灣蛺

蠓雌蟲有多次取食習性，且在兩次取食間時間隔很短，容易機械式傳播

病原菌(裘和榮，1981年)。除此之外，台灣蛺蠓對居民造成極大騷擾與

傷害，隨著經濟發展、生活品質不斷提升，環保意識抬頭，此問題乃逐

漸受到重視。 

此蟲個體極微小，幼蟲孳生源分佈廣泛。過去對其生態研究甚少，

肆虐區的環境衛生水準普遍不高，另外防治工作也未見確實執行；再加

上 921大地震的土質變動，造成幼蟲孳生源分佈更形擴散。因此，可以

預期的是台灣蛺蠓將是台灣未來重要的戶外環境害蟲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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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台灣蛺蠓叮咬後之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Part II : Serological Epidemiology of the Biting Midge, 

Forcipomyia (Lasiohelea) Taiwana (Shir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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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篇研究主要目的是分析被台灣蛺蠓叮咬後血清中出現的特異性

IgE抗體情況和蟲體過敏原之間的相關性以及血清流行病學調查，希望

以此篇研究做為基礎將台灣蛺蠓過敏原研究成為本土性研究的一部份。 

本研究乃利用免疫轉印法及酵素連結免疫分析法來分析被台灣蛺

蠓叮咬的病人體內的台灣蛺蠓特異性 IgE抗體。這些受到叮咬的人皆具

有一般型叮咬後的皮膚反應。結果發現被叮咬後具有明顯皮膚反應者其

血清中台灣蛺蠓特異性 IgE 抗體較被叮咬後不具明顯皮膚反應者血清

的中 IgE 抗體濃度較高(P＜0.05)。同時我們亦注意到，位於台灣蛺蠓

分佈區的人，血清內 IgE的濃度相較於生活於非台灣蛺蠓分佈區的人為

低 (P＜0.05)。 

從結果我們知道台灣蛺蠓特異性 IgE 抗體和受到台灣蛺蠓叮咬者

所產生的皮膚反應之間應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且皮膚症狀與叮咬頻率

似乎也有相關性。顯示免疫反應在皮膚紅腫的致病機轉有其重要性，希

望這些發現對臨床診斷上有其應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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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po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fic IgE of the Forcipomyia taiwana bited voluteers to mosquito 

allergen and serological epidemiology study. Based on this study, we hope 

to conduct the studies about Forcipomyia taiwana mosquito allergen locally 

and provide informations for the futural study.  In this study, Western blot 

and ELISA techniqu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gE antibody specific to the 

whole body extract components of Forcipomyia taiwana from 32 

volunteers with common reactions belonging to stage 2 to 5.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gE level is higher in subjects with distinct skin reaction 

than that with faint skin reaction (P<0.05). Furthermore, it was noticed that 

the serum IgE level of people lived in Forcipomyia taiwana distributed area 

is lower than that in non-distributed area.  A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IgE and the skin reaction after exposured to mosquito bite has been 

observed in this study and so does the frequency of biting.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mosquito specific IgE antibodies in pathogenesis 

of mosquito-bite wheal. This finding is important in potential application 

for clin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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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由於節肢動物的過敏原所造成的各種過敏疾病多樣性及嚴重性已

逐漸為大眾所了解，並且有逐漸使用節肢動物的過敏原作為預防及治療

過敏疾病的趨勢(Thomas, 1993) 。昆蟲所導致的的免疫反應是透過三種

方式(Gluck and Pacin, 1986)： 

1. 一種為無傷害性例如吸入性過敏，如吸入家塵 過敏原。 

2. 將尾部的毒針所含的過敏原注入受害者，如西方國家深以為害的大黃蜂

或蜜蜂螫咬。 

3. 或者是利用含有唾液腺分泌物的口器螯咬被害者，如蚊蟲之叮咬人體。  

研究較清楚的昆蟲過敏原有蜜蜂、胡蜂、蟑螂等，甚至螞蟻也有

引起過敏的病例報告(Ford, 1991; Watemberg, 1995; Thomas, 1995)。 

相較於被蜜蜂或是胡蜂類螫人所產生的各種人體反應（如毒性反

應、過敏性反應等等）所造成的人體傷害，顯然的，受到小昆蟲叮咬後，

人體所產生的皮膚反應(skin reaction)，大部分是皮膚紅腫、紅斑、丘疹

等的小硬塊，也因為如此昆蟲性叮咬反應並未受到廣泛性研究。 

事實上，從各種之前的研究結果顯示蚊蟲叮咬所造成的過敏性反

應主要是一般性皮膚反應，包括即發型 (Immediate reaction)及遲發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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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Delayed reaction)，在人體中，常可見到這兩種過敏反應所造成的複

雜反應(OKA, 1989)，但也有少數全身性過敏反應，甚或致死的病例。 

近十幾年來蚊蟲過敏原已逐漸受到重視，其研究的內容主要包

括：1. 蚊蟲過敏原所導致的過敏疾病種類、2.過敏疾病的免疫機轉、3.

過敏原之間的交叉反應。 

利用各種免疫相關技術確定何種蚊蟲叮咬，並及早利用蟲體抗原

作為減敏療法是相當必需的。在台灣，由於台灣蛺蠓的過敏原所造成的

立即型過敏反應已日趨嚴重，但就目前為止，並沒有相關台灣蛺蠓的過

敏相關研究，但是台灣蛺蠓造成的當地居民生活上的不便及身體不適卻

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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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昆蟲過敏原的發現及發展 

遠在十八世紀時，人類就知道蚊蟲叮咬人體時 經由口器刺入人

體，將唾液注射進入皮膚，當時認為唾液腺內含有毒性物質 (toxic 

substance)，可使得皮膚產生叮咬性反應。在 1948 年 Gordon及 Grewe

兩位學者提出藥理學假設：蚊蟲唾液腺內含有組織胺(histamine)及遲緩

反應物(slow reacting substance)，可導致即發型條紅(Immediate wheal)

及遲發型反應(Delay reaction)，接者有另一組實驗結果指出；蚊蟲唾液

腺內無法測到 histamine (ＭcKiel, 1959; Wilson, et al., 1965)。經由

salivary duct cut off實驗(Hudson, 1960)及 1946年 Mellanby、1965年

Mckiel 證明：在昆蟲唾液腺內含有某些物質，可導致人體的特異性致

敏反應 (specific sensitization to mosquito saliva)，造成皮膚反應。 

接著有學者研究提出”allergic reaction”假設(Oka, 1989)，更有人利

用 prausnitz-Kustner  technique 證明，受叮咬的病人血清中 mosquito 

specific IgE是造成立即性反應的原因，即經由 P-K test中發現將受到叮

咬且具有立即性反應的病人的血清，注射到 non mosquito allergic 病人

體內後所產生的皮膚反應與被叮咬而產生立即性反應的症狀是相同的

（Reunal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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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研究蚊蟲過敏的研究報告指出，受到小昆蟲叮咬後，人

體所產生的反應大部分為一般皮膚反應(common skin reaction)，其症狀

大部分是皮膚條紅、紅腫、紅斑、丘疹等的小硬塊，至於全身性過敏症

狀(systemic anaphylaxis) 病例很少(Oka, 1994; Tokura, 1990)，但仍有因

蚊蟲叮咬而死亡的病例報告(Ohtaki, 1983)。 

 

第二節  蚊蟲叮咬後引起的過敏性反應種類及症狀   

1. 一般性皮膚反應 

(1) 條紅及紅腫反應(Wheal-and-flare reaction) 

主要是因為蚊蟲叮咬後將過敏原注射進入皮膚內，致使局部

性肥大細胞被活化，產生立即性的血管滲透性增加，另外肥大細

胞活化亦可能刺激神經軸反射，造成被叮咬處之周圍血管舒張，

造成條紅及紅腫反應(wheal-and-flare reaction)。 

該症狀屬於即發型皮膚反應，因為發生的時間大約在被蚊蟲

叮咬皮膚後的 10-15 分鐘內產生，20-30 分鐘達到最大，之後漸

漸消退，並且在 1小時內消失。 

其判讀標準如下 (以 score 0 - 2為分級) 

0：條紅＜4mm及紅斑＜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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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m＜條紅＜9mm以及（或）5mm＜紅斑 

2：10mm＜條紅 

上述的 score 1及 score 2皆可算是陽性的即發性反應(Positive 

Immediate reaction) 

(2) 晚期反應(late phase reaction) 

當第一型過敏反應漸漸消退時，由於肥大細胞釋放媒介物，

會引起另外一種的局部的發炎反應 (localized inframmatory 

reaction)，稱之為晚期反應，這種反應大約發生在第一型過敏反

應後 4-6 小時，可持續 1-2天。此種反應的特徵為被叮咬的患處

由嗜中性白血球、嗜酸性白血球、單核球、嗜鹼性白血球、巨噬

細胞、淋巴球所浸潤。 

(3) 亞瑟氏反應(Arthus reaction) 

Arthus phenomenon 主要是因為壞死、免疫複合物所媒介的

一種過敏反應。而以皮膚反應為症狀的 Arthus reaction ，其症狀

主要是一些小型至大型的膿 (pustular)及出血性或壞死性的病

灶。 

 

 



- 40 - 

(4) 遲發型皮膚反應（Delayed cutaneous reaction） 

延遲型皮膚反應是指叮咬後需數小時後產生皮膚反應，大約

在 8-24小時達到高峰，可持續 3天或更久的時間。主要的皮膚反

應有紅斑(erythromatosus)、丘疹(papula) 、水泡(blister) … .，並且

多伴有難以忍受的搔癢感等等。該反應判斷標準如下(以 score 0 - 

3為分級) 

0：紅斑＜4 mm以及丘疹＜3 mm 

1：5 mm＜紅斑＜ 9 mm及（或）4 mm＜丘疹 

2：10 mm＜紅斑＜14 mm 

3：15 mm＜紅斑或水泡 

上述的 score 1 至 score 3 皆是陽性的遲發性反應(positive 

delayed reaction) 

 

2. 全身性過敏反應 

由蚊蟲叮咬造成嚴重型過敏反應的報告數目相較於一般型的局部

性皮膚反應少了許多，但是其症狀卻相當嚴重，甚至有死亡病例報告。

根據不同國家的研究知道，其症狀包括惡性組織細胞增生(mali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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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cytosis)，高燒 (high fever)，淋巴瘤 (lymphoma)，肝脾腫大

( hepatospenomegaly) (Ohtaki , 1994), 以及伴隨有腎絲球腎炎的瀰漫性

血管內凝固(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opathies; DIC) (Shan, et al., 

1995)。 

 

第三節  過敏反應的機轉 

依據叮咬的次數不同，發生皮膚反應種類的先後分為五種步驟( 5 

stage)，首先出現為 stage I，即第一次接受叮咬後並沒有產生皮膚反應，

接下來連續受到叮咬後會出現遲發型反應，此時稱之為 stage II，若是

重複性的受到叮咬，則同時出現立即型和遲發型反應時謂之 stage III， 

stage IV則是繼續暴露於蚊蟲叮咬，遲發型反應將消失，只剩下立即型

反應，stage V是受到上千次相同的蚊蟲叮咬後，最後連遲發型反應也

消失，亦即沒有任何的皮膚反應(Mellanby, 1946)。 

叮咬後皮膚反應主要有以下幾種的過敏反應機轉參與：  

1. IgE媒介過敏反應(IgE mediated hypersensitivity) 

由 IgE抗體媒介的過敏症狀，包括條紅(Wheal)、紅腫(flare)及晚期

反應(late-phase reaction)。依據下列實驗結果可證實是一種 IgE-mediated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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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mediate wheal-and –flare reaction症狀和 IgE、histamine所引起

的症狀是相同的。 

(2) 以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 藥物治療病人時可以減緩症狀。  

(3) placebo-controlled treatment 說明 histamine 在 mosquito bite 

whealing是重要的媒介物 

(4) 被蚊蟲叮咬後具有立即型反應的人比不具該反應的人，所測到的

蚊蟲特異性 IgE (mosquito-specific IgE)濃度及平均值都較為有意

義的增加 

(5) 在 Prausnitz-Kustner test (P-K test) 中，利用被叮咬後具有皮膚反

應者的血清以注射方式被動轉移到不具皮膚反應的受叮咬病人

的結果發現有皮膚反應的產生， 因此更加確定說明

mosquito-specific IgE在人體內具有生理意義(Reunala, 1994)。 

至於晚期反應，過去均認為它是一種由沈澱的 IgG 抗體所造成的

第三型過敏反應(由免疫複合體所媒介 )，就像發生在肺部的肺麴菌病

(aspergylosis)。然而近年來的研究並未在這種晚期的反應上發現沈澱抗

體的存在，進一步的研究已經確認它是一種 IgE依賴型的反應 ( Ohtaki, 

1994)，後續引起一些多形核細胞參與其中，主要的參與細胞如下： 

嗜酸性白血球在晚期反應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此種細胞大約佔

了浸潤細胞的 30%。首先是因為肥大細胞釋放的嗜酸性白血球趨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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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eosinophile chemotactic factor)吸引大量的嗜酸性白血球來到患處，接

下來不同的細胞激素(cytokines)如 IL-3、IL-5及 GM-CSF能增強嗜酸性

白血球的分化與生長。 

嗜中性白血球是在 late-phase reaction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細胞。嗜

中性白血球是被肥大細胞分泌的嗜中性白血球趨化因子 (neutrophile 

chemotactic factor)吸引而來，同時一些的細胞激素也可以活化嗜中性白

血球，導致釋放顆粒內容物，包括溶解� (lytic enzyme)、血小板活化

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及白三烯素(Leukotriene)。 

 

2. 第三型過敏反應type III- IgG mediated reaction (Arthus reaction) 

在蚊蟲叮咬引起的 Arthus reaction中，可視為一種局部性的第三型

過敏反應。由於被叮咬之處聚積大量的 mosquito-specific IgG，且會和

mosquito antigen 形成大量的、局部性的免疫複合物擴散進入組織。接

下來由於免疫複合物和補體的結合，這些免疫複合物藉著肥大細胞和其

他的白血球細胞表面上的 Fc receptor 而結合到上述細胞，導致局部的

發炎反應引起血管通透性增加，如此則使得組織液和細胞，特別是多形

核白血球進入受叮咬之處，因此我們在 3-8 小時內可以看到紅斑

(erythematous)及紅斑性反應(erythematous reaction)。此種反應則稱之為

Arthus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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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報告指出 Arthus reaction 亦參與早期的遲發型皮膚反應 

(Peng, 1996)。 

3. 第四型過敏反應(type IV-cell mediated reaction) 

將以下不同時期的皮膚反應的兔子(即發型加遲發型皮膚反應有 3

隻兔子、只具遲發型皮膚反應有 3隻、只具即發型反應的兔子有 3隻之

血清，注射到未被叮咬的 9隻天竺鼠體內，當這些天竺鼠再次受到叮咬

時，發現天竺鼠產生即發型的反應比例為 5/6，但是產生遲發型反應的

比例則為 0/6，但是若以由天竺鼠的脾臟細胞被動轉移到不具反應的動

物身上則會出現相同的遲發型反應 (Allen, 1966)。另外也有實驗分析不

同時期的皮膚反應的血清與特異性 IgE、IgG抗體之間的相關性，同時

也利用蟲體抗原刺激，來偵測淋巴球增殖反應，得到特異性的淋巴球與

遲發性反應(delayed reaction)具有相關性(Peng, et al., 1996)。 

4.昆蟲叮咬引起的全身性過敏反應  (mosquito-bite systemic reaction) 

雖然此種過敏反應症狀相當嚴重，但我們對於其致病機轉仍不甚

清楚。近十幾年來，專家致力於研究後認為，至少有兩種過敏機制與此

種反應有關。首先研究得知 IgE mediated hypersensitivity，因為嚴重型

反應(severe reaction)的病人比一般型(common reaction)的人血清中有較

高的 IgE含量(Shan, et al., 1995)。另外一種是 Arthus type reaction，因為

從嚴重型過敏反應的人之皮膚檢體發現，有明顯的出血、血管擴張、伴

隨有嗜中性白血球及嗜酸性白血球浸潤的壞血性血管炎。同時進一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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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皮膚檢體經免疫螢光染色，可偵測到泛血管性的 IgG 抗體沈積以及

腎絲球腎炎的病人，其腎絲球環間膜部位有補體 C1q 堆積。最近更有

學者提出自然殺手細胞亦和此種過敏反應有關。另外蚊子所叮咬後所造

成的遲發型丘疹(delayed papula)似乎是因為特異性 IgE抗體、嗜伊紅性

白血球所導致的皮膚性晚期反應(cutaneous late phase)及第四型的淋巴

球媒介的過敏反應所共同參與 (Oka, 1989; Peng, et al., 1996)。 

 

第四節  蚊蟲過敏原之間的交叉反應研究 

目前研究蚊蟲叮咬之過敏反應較多使用的蚊蟲有 Aedes 

communis、Aedes albopictus、Aedes aegypti、Culex quinquefaciatus等等。

有部份研究團體針對各種蚊蟲叮咬造成過敏反應之間的交叉反應發

現，受到某一屬 (Aedes.aegypti)叮咬的血清中含有對抗不同屬

(Aedes.vexan )蟲體的特異性 IgE及 IgG抗體。另外也發現 A.vexan 蟲體

抗原可以抑制 A.aegypti 的酵素免疫吸附法(ELISA test)，因此提出不同

屬(species)的蚊蟲蟲體間有相同(species-shared antigen)的及不相同的抗

原(species-uniqued antigen)存在(Peng, 1997)。目前較為大家所知道的昆

蟲唾液腺內的物質有一些酵素物質，例如腺甘三磷酸雙磷酸(apyrase)、

酯� (esterase)及α -配醣� (α -glucosidase)。最近也有研究團體將

Aedes.aegypti的一個分子量 37KD的 saliva-specific protein給選殖出來，

但對於這個 species- spared的重組抗原(recombinant antigen)的功能尚待

研究( Brummer-Kovenkontio,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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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材料及方法  

第一節  製備蚊蟲抗原萃取液 

1. 製備台灣蛺蠓蟲體之抗原萃取液(preparation of whole body extract of 

Forcipomyia taiwana) 

首先將冰凍在-80℃的蟲體取出，置於研磨盤上，並且保持於低溫

狀態。以 0.02M PBS 清洗兩次，接著用研磨棒研磨至懸浮液狀態。再

以超音波震盪器，震盪時間約 3 分鐘。再將此均質化的抗原懸浮液置

於冷凍離心機以 8,820g，40 分鐘離心。離心後取出上清液後再以 0.22

μm的 millipore filter過濾，過濾後得到的濾液稱之為蟲體抗原萃取液

(whole body extract; WBE)，儘速於-80℃冷凍保存。 

 

2. 製備台灣蛺蠓唾液腺之抗原萃取液(preparation of salivary gland extract  

of  Forcipomyia taiwana) 

首先將冰凍在 -80℃低溫的蟲體取出，置於解剖顯微鏡上，儘速將

唾液腺取出，置於 eppendorf試管內，同樣以 0.02M PBS 為緩衝液，冰

凍於-80℃低溫，此種抗原溶液稱之為唾液腺抗原萃取液(salivary gland 

extract; S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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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叮咬之血清製備 

被叮咬的血清來源包括中部某家教學醫院之病患，經確定為具有

不同時期的皮膚反應者(stage of skin reaction)，有 12位。另外還有 20

位，為中台醫護技術學院之學生的血清。 

由於該醫護技術學院位於大坑，屬於台灣蛺蠓分佈之地區，因此

我們初步取得 96位學生之血清，再依問卷調查中初步得知該同學曾受

台灣蛺蠓叮咬，並且具有皮膚症狀者，抽樣取出 20位學生之血清進行

研究。 

 

第二節  蚊蟲過敏原蛋白分析 

1. SDS-PAGE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利用 Hoffer SE-250設備，將玻璃用 detergen 洗淨，以 95%酒精擦

拭，擦乾後裝在製備 gel的架子上，經確定不會漏之後，再配置電泳膠。

下層膠濃度採 10% Acrylamide gel，再以 75%酒精壓平下膠。待凝膠後，

再配置 3%上層膠。.插好齒梳約 10 分鐘後即可聚膠完成，裝設在電泳

架上，添加跑膠之緩衝液，最後依序加入已染色的標準蛋白質為標記

(prestain marker)、蟲體抗原萃取液、唾液腺抗原萃取液。以 120V跑膠，

至蛋白標準液之染液至玻璃底時，即可取出。以 coomassie blue染色液

隔夜染色，再以脫色液將膠片脫色至背景透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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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蛺蠓特異性IgE分析(specific-IgE analysis) 

(1) Autoradiography 

將上述跑膠完成之膠片取出後，利用轉印技術將蛋白質轉印

至醋酸纖維膜(nitrocellulose membrane)。以 0.02M PBS 清洗 NC 

paper，清洗好的 NC paper加入 5% skim milk-TBS溶液至浸滿為

主，再置於室溫搖動至少 1小時，此目的是防止背景太雜(稱之為

blocking)。然後加上已經過五倍稀釋的被叮咬者之血清 (血清與

TBS 比例為 1： 4)，於室溫中作用 2 小時，接下來以

0.1%Tween-Tris-buffered saline (TTBS) 沖洗 3次，每次各須 5分

鐘，再加入第二次抗體(即 106cpm的 125I labelled anti-human IgE)

經過隔夜孵育，接下來再以 0.1%Tween-Tris-buffered saline (TTBS) 

沖洗 3次，每次各須 5分鐘，經過乾燥 1小時，接著覆蓋 X-ray 

film，放入卡匣後呈現影像。 

 
(2) 酵素連結免疫吸附法  (Enzyme linked immunoabsorbant assay; 

ELISA) 

首先以 0.05Ｍcarbonate buffer (pH9.6)將mosquito whole body 

extract(WBE)調整為 0.05ug/well 的蛋白質濃度，取 100ul的台灣

蛺蠓蟲體抗原萃取液加到免疫盤(coating)，放置於 4℃，隔夜孵育

(Incubation overnight)。以 washing buffer (0.05% Tween 20加上

0.01M PBS，pH7.2)洗 3 次，加 blocking buffer(0.02%的 bo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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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albumin 加上 98%的 washing buffer)放置於室溫下 1小時，

再以相同的 washing buffer洗 3次。以 ELISA buffer (0.2%的 BSA

加上 99.8%washing buffer)稀釋受叮咬病人的血清檢體(IgE 20倍

血清稀釋)，接著將稀釋過的血清檢體加入每個反應洞(well)，再

置於室溫下隔夜孵育。然後以 washing buffer 洗去沒有結合上的

抗體。以 ELISA buffer 稀釋二次抗體 (goat anti-human IgE 

conjugate 為 2000 倍稀釋)，經過 37℃約 1.5 小時的孵育，再以

washing buffer 洗去沒有結合上的二次抗體。然後加上 0.1ml 的

enzyme substrate（以 1 克ρ -nitrophenyl phosphate 溶解於

diethanolamine buffer ），置於 4℃隔夜孵育，最後加上 0.1ml的

1N NaOH 停止呈色，再以 410nm波長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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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 

第一節  台灣蛺蠓雌蟲叮吸人血及引起的皮膚反應 

大約每年的 5-7月為台灣蛺蠓最猖狂之月份，大坑、太平、南投等

中部地區皆可輕易吸引台灣蛺蠓來叮吸人血。圖 29至圖 30為台灣蛺蠓

停在暴露的手腳及引起的皮膚反應，大部份皆屬於一 般型皮膚反應。 

 

第二節  台灣蛺蠓蟲體抗原及唾液腺抗原萃取液的電泳結果 

以台灣蛺蠓蟲體抗原及唾液腺抗原萃取液的電泳結果(圖 31.a)看

到，前者有較多的蛋白質分佈，分子量大約從 14 KDa至 12 0 KDa都有

出現。 

 

第三節  台灣蛺蠓蟲體的特異性 IgE 

圖 31.b 是以西方墨點法分析台灣蛺蠓蟲體特異性 IgE，血清以至

醫院求診的 12位被叮咬病人來進行。結果可以看到，不同的血清認識

不同的蛋白質，如在 94 KDa至 67 KDa之間、43 KDa 至 30 KDa之間

的分子量有一些 IgE-binding band，但是大約在 18 KDa分子量附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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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病人具有一個明顯的 IgE-binding band。而且這個蛋白質同時在唾

液萃取液及蟲體抗原萃取液皆可發現。 

 
 
 
 
 
 
 
 
 
 
 
 
 
 

    a. 台灣蛺蠓雌蟲停在手臂       b. 台灣蛺蠓雌蟲停在手臂(放大) 

圖 29. 台灣蛺蠓雌蟲叮咬手臂之情形 

     

 
 
 
 
 
 
 
 
 
 
 
 

圖 30. 台灣蛺蠓叮咬後產生的一般型皮膚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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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E  S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gE  CB  
 
a.以台灣蛺蠓蟲體為抗原的 SDS-PAGE
分析(lane 1)及純化的 salivary gland 
(land 2); 

b.以具有明顯皮膚反應的被叮咬的血清
進行 autoradiography(lane 1-12), hyper 
IgE(lane 13), cord blood(lane14) 及
negative control (lane 15) 

 

圖 31. 以台灣蛺蠓蟲體為抗原的 SDS-PAGE及西 autoradiography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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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具有一般皮膚反應病人血清中的台灣蛺蠓蟲體特異

 性 IgE抗體 

以 ELlSA分析至醫院求診的12位被叮咬病人血清及台中市大坑地

區 20位學生之血清內的特異性 IgE 抗體，並以吸光值(OD)來表示，兩

組資料分別定義為 Hospital Group 及 School Group，兩組的統計平均值

分別為 1.18 及 0.64，各分組樣本分佈如圖 32所示。 

考量台中市大坑地區為台灣蛺蠓之分佈區，本研究經調查確認

School Group受檢者接受叮咬之頻率較高，可能導致皮膚反應之分期傾

向於第四期甚或第五期，皮膚症狀反應稍輕；至於 Hospital Group之受

檢者大多為皮膚反應嚴重。總體而言，上述兩群組織皮膚症狀反應以

Hospital Group較高。本研究為了解兩群組之 IgE濃度是否有顯著之不

同，故進行統計一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進行統

計檢定。 

本研究使用 MINITAB 軟體進行統計一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受影響因子為 OD值，影響因子為「分組別」，檢定結果如

表 1所示，p-value為 0.014，小於顯著水準 0.05，顯示兩群組之 OD值

有顯著之不同，即兩群組之 IgE濃度水準有明顯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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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分析具有一般皮膚反應的台灣蛺蠓蟲體特異性 IgE 

 

表 1. 統計檢定結果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OD       
Source     DF        SS        MS        F        P 
Group       1     2.131     2.131     6.78    0.014 
Error      30     9.432     0.314 
Total      31    11.562 
 
                                                  Individual 95% CIs For Mean 
                                                  Based on Pooled StDev 
Level           N      Mean     StDev  ---------+---------+---------+------- 
School    Gr. 20    0.6445    0.4967(------*-------)  
Hospital Gr. 12    1.1775    0.6567                 (---------*--------)  
                                           ---------+---------+---------+------- 
Pooled StDev =   0.5607                         0.70       1.0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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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 論 

第一節  蟲體唾液腺抗原與蟲體抗原的蛋白質分布情形 

從圖 31 的蟲體唾液腺抗原與蟲體抗原的蛋白質電泳及

autoradiography結果，可以看到被叮咬者的血清內的 IgE抗體可以認識

不同的台灣蛺蠓蟲體唾液腺抗原與蟲體抗原，蛋白質分子量從 14 kd到

120 kd。關於認識非唾液腺抗原的 IgE抗體，有可能為經過消化道、呼

吸道或皮膚接觸到蟲體抗原所產生的(Peng, 1996)。 

 

第二節  分析不同時期(stage)的叮咬後皮膚反應與mosquito-

 specific IgE濃度的相關性 

本次實驗主要的病人來自於叮咬後皮膚反應的不同，一種為被叮

咬後因產生各種不同 stage 的皮膚反應至醫院求診而確定的病人，另外

一種則是中部大坑地區某所醫護技術學院之被叮咬的學生，其並無明顯

的皮膚反應問題。至醫院求診的病患經由醫師確定診斷，有較明顯且嚴

重的叮咬後皮膚反應，包括第二期到第四期的皮膚反應，並且多伴有難

以忍受的搔癢或紅腫反應。相反的，該所醫護技術學院之被叮咬的學生

多不具明顯皮膚反應的病患，經問卷調查得知多屬於第四期的皮膚反

應 。因此我們利用 ELISA方法分析這兩群(Hosipital group及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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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病人血清的 IgE含量，結果發現具有明顯皮膚反應的病人血清的 

IgE 濃度高於不具明顯皮膚反應的病人的血清內的 IgE 濃度 (P＜0.05) 

(見表 1)。因此我們認為台灣小黑蚊叮咬人們後所產生的特異性 IgE與

皮膚反應的進行具有相關性。 

 

第三節  分析叮咬頻率與特異性 IgE抗體的血清流行病學變化 

由於本次實驗的血清來源有兩種，一種為被叮咬後因產生各種不

同 stage 的皮膚反應至醫院求診而確定的病人，另外一種則為長期求學

於台灣蛺蠓分佈區的地區的學生。本實驗利用 ELISA方法偵測這兩種

血清的 IgE 含量，結果發現醫院求診的病人血清的 IgE 濃度高於長期

求學於台灣蛺蠓分佈區的被叮咬血清內的 IgE (P＜0.05)。同時我們可以

將這兩種血清視為不同叮咬頻率的血清，亦即至醫院求診的病人即有可

能較少接觸蚊蟲過敏原，故其可視為一種季節性的叮咬 (Seasonal 

biting)。而位於台灣蛺蠓分布區的血清則有較高的接觸頻率，故可視為

一種高頻率的叮咬(frequency biting)。 

因此較少受到叮咬的病人的皮膚反應包括第二期 到第四期，且有

較明顯的皮膚反應，同時血清的 IgE 抗體濃度含量亦相對較高；相反

的，較高頻率受到叮咬的病人所產生的皮膚反應較不明顯，所產生的

IgE似乎也較少(Peng, 1996)。因此我們認為此種差異是一種免疫機制所

致。較高頻率接觸過敏原時，會引起去致敏作用(Desensitization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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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生的皮膚反應會從第一期愈趨向第五期，同時皮膚反應越來越不明

顯，同時 IgE含量也相對較低。此部份結果也和目前利用過敏原來治療

過敏疾病的減免療法所依據的免疫機制是相似的(Reunala, et al., 1994)。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每當昆蟲叮咬季節末時期，過敏病人的的 IgE、

IgG4及 IgG1會增加，此種現象和利用花粉進行去過敏化(Desensitization)

的免疫療法機制是相同的(Palosu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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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台灣目前尚沒有因台灣蛺蠓叮咬而發生嚴重型過敏反應致死的病

例，而在日本、芬蘭、加拿大當地發生多例的嚴重病例，甚至日本也有

多起致死的病人(Hidano, 1982; Ohtaki, 1994)，因此上述國家已積極研究

昆蟲叮咬的過敏機轉。 

從國外研究蚊蟲叮咬所產生的各種叮咬反應和各種免疫分子的相

關性得知，目前較被接受的是 IgE、 IgG 抗體和立即型皮膚反應

(Immediate reaction)具有相關性，而細胞媒介反應則與遲發行反應具有

較大的相關性(Peng, 1996)。另外更有研究指出具有低 IgE濃度、高 IgG4

濃度的病人，相對的皮膚症狀較輕微(Brummer-Kovenkontio, 1994)。 

由本實驗結果可以發現被台灣蛺蠓叮咬的病人產生特異性 IgE，同

時依症狀程度也有不同的意義，因此可證明 IgE媒介的過敏反應在台灣

蛺蠓叮咬反應扮演某種角色，可以預見將來台灣蛺蠓在台灣造成的影響

及防治問題的重要。未來本實驗更希望收集更多受到叮咬的病人進一步

分析由台灣小黑蚊叮咬所產生的各種皮膚反應中與人體所產生的特異

性 IgE、IgG、IgG4之間的相關性，以及細胞性反應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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