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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浸泡蚊帐（ITNs）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WHO）推荐的重要疟疾媒介控制措施之一［1］。然而，

作为全国主要疟疾流行区的云南省，特别是边境和少

数民族地区，蚊帐的覆盖率和使用率均很低，不能有效

地阻断疟疾的传播［2-4］。行为改变的交流（BCC）系促

进行为改变的技术策略，其主要技术措施包括：（1）通

过信息交流提高目标人群的知识和意识；（2）在社区中

创造有利于行为改变的支持性环境或社会氛围；（3）提
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克服影响行为改变的物质障碍［5］。

2006年 9月至 2007年 8月，在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社

区，开展了BCC策略促进 ITNs使用的现场干预试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试验区和调查对象 干预试验区为西蒙县岳宋

乡，为山地林区，三面与缅甸接壤，海拔400～2100 m，

年平均温度18.4 ℃，年降雨量2400 mm，系南亚热带季

风区，是以微小按蚊（Anopheles minimus）为主要媒介的

地方性疟疾流行区。干预对象以佤族为主，佤族是一

个从原始社会跨入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主要跨境而

居在中缅边境地区，总人口约120万（缅甸70余万，我

国40余万），国内主要集中居住在云南省沧源和西盟2
个佤族自治县。疟疾是当地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岳宋

乡总人口6781人，其中拉祜族382人，其余均为佤族。

1.2 干预方法和程序 （1）对村医和社区选送的村疟

防员进行交流技巧和社区动员的技能培训；（2）由村医

和村疟防员对本村村民开展以入户为主的面对面健康

教育，提高村民的疟防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通过社区

动员，在社区中营造支持正确使用药浸蚊帐的社会氛

围；（3）根据村民支付能力调查的结果［4］，给村民提供

高补贴的蚊帐，保证最贫困的家庭也可以使用蚊帐，并

组织杀虫剂浸泡和再浸泡；（4）村医和村疟防员每月至

少访问所负责村寨的每个家庭 1次，指导和监督蚊帐

正确使用，并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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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访问村医、村疟防员、社区和家庭，帮助解决工

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1.3 评价方法 （1）基线调查：由经过培训的村医和

村疟防员访问所负责村寨的各户家庭，对户主进行问

卷调查，要求访问率 80％以上，并检查蚊帐拥有和使

用情况；组织开展专题性小组讨论，每个小组 8～10
人，收集社区的建议和评论；（2）中期和干预后评估调

查：方法与基线调查相同，但问卷调查根据计算的样本

量进行抽样调查。

1.4 数据和资料管理 （1）对村医和村疟防员上报的

月报表，采用Excel软件汇总；（2）使用EpiData 3.1软件

录入基线，中期和干预后评估调查问卷，转入Epi Info
20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分析中，如果调查对

象没有回答某一问题，该对象将不包括在对此问题的

分析中；（3）对专题性小组讨论收集的信息进行分类处

理和总结。

2 结果

2.1 干预试验小结 在一年的干预试验过程中，村医

和村疟防员开展疟疾知识小讲课 350场次，播放疟疾

健康教育录像288场次；访问家庭2206户次开展疟防

知识和信息交流讨论；检查7829户次家庭的蚊帐正确

使用情况，并督促指导 1556户次正确使用；为村民提

供单人蚊帐 3000顶，双人蚊帐 600顶，并分别于 2006
年9月和2007年6月2次组织杀虫剂浸泡。

2.2 完成的调查 基线、中期、干预后评估调查分别

对807、101、156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蚊帐使用情况

核查。基线和中期调查中，分别在河谷（海拔 450 m）
和山坡（海拔 1400 m）的村中组织男女专题小组讨论

各1场，共4场；干预后评估除在与基线调查相同的地方

分别组织4场专题讨论外，还在拉祜族村（海拔500 m）
分别组织男女专题小组讨论各1场。

2.3 疟防知识的提高 中期和干预后评估调查结果

（表 1）显示，知道疟疾是由蚊虫传播和预防疟疾感染

方法（正确使用蚊帐或口服预防药）的户主比例显著提

高（P＜0.01）。 基线调查的 4个专题小组讨论中，只

有 2个小组提及疟疾是由蚊虫传播的，而且认为其他

因素（如食物和超自然的力量）也会引发疟疾；但在评

估调查中，6个专题讨论小组都确信疟疾是由蚊虫叮

咬引起的，同时他们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影响疟疾流行

的因素（如在田地和境外过夜，降雨等）。

2.4 改进的 ITNs使用 基线调查中对全体对象拥有

蚊帐普查结果显示，全乡只有535顶蚊帐，其中257顶
为第一轮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发放的长效蚊帐，278顶

为群众自己购买的传统蚊帐，人帐比为 12.67∶1，干预

试验通过提供 ITNs和浸泡已有的蚊帐后，人帐比为

1.64∶1。同时干预措施提高了 ITNs的正确使用（表1），
调查前夜睡在 ITNs内的居民比例较基线调查显著提

高（P＜0.01）。受益人专题小组讨论评估收集到的信

息支持此结果，讨论参与者同意，在干预试验前，不但

有蚊帐的家庭很少，而且不能正确使用；干预措施后全

体家庭都拥有了蚊帐，且多数人能够正确使用。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村民到田棚内和境外过夜时未使用蚊

帐，以及睡觉前蚊帐起不到保护作用等问题。

3 讨论

3.1 疟疾媒介控制 当地是以微小按蚊为主要媒介

的疟疾流行区，长期以来使用以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

（IRS）为主的媒介控制措施。尽管 WHO 推荐使用

ITNs作为媒介控制策略已经20余年，但由于云南省少

数民族中蚊帐使用率极低，而且因为传统文化方面的

原因，直到2005年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在当地发放长效

蚊帐为止，ITNs还没有在干预地区使用过，所以基线

调查时多数对象尚没有听说过 ITNs。在专题小组讨

论中，参与者要求进行室内滞留喷洒。IRS是集体统

一行动的媒介控制措施，而 ITNs是长期性的个人防护

措施，因而 ITNs的效果依赖于正确的蚊帐使用行为。

3.2 人类行为、蚊帐使用和疟疾预防 疟疾感染及其

预防，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6］。人、疟原虫及媒介按蚊

是疟疾传播和感染预防的3个重要方面。对疟原虫和

媒介按蚊的研究报道很多，但对人，特别是行为的促

进，研究却相对较少。正确使用蚊帐作为长期可持续、

阻断疟疾传播的行为，在已经有蚊帐使用传统的地区，

不是很大问题。但文化驱动行为，在缺乏使用蚊帐的

表1 正确使用 ITNs相关主要评价指标的比较

项 目

疟疾传播知识知晓率

疟疾预防知识知晓率

蚊帐中的 ITNs比例

调查前夜睡在 ITNs内的
居民比例

注：95％CI为95％的可信区间；统计学比较为3次调查的行列表（行×列）χ2检验。

基线调查

调查数

807
807
535

3650

比例（95％CI）
26.52（3.52～29.73）
15.24（12.83～17.91）
48.04（43.82～52.28）
16.11（14.94～17.33）

中期评估调查

调查数

101
101
254
350

比例（95％CI）
53.47（43.31～63.36）
60.40（50.15～69.84）
92.47（88.77～95.30）
77.71（73.13～81.84）

干预后评估调查

调查数

156
156
318
430

比例（95％CI）
92.31（86.95～95.96）
96.80（92.68～98.95）
93.08（89.88～95.50）
87.91（84.56～90.74）

χ2值

248.69
446.29
270.44

1452.25

P 值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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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下，蚊帐的使用促进是疟疾预防应用性研究

的课题之一。

3.3 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和社区参与 有效的健康教

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而行为的改变则更为困

难。目标人群知识的增长需要反复而又有规律的强

化，而知识本身并不意味着行为改变，行为的改变需要

支持性环境和克服物质供给障碍，而行为要变成习惯

即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才能有效地防止疾病感染。

行为干预没有社区的参与是很难实现的。以此为理论

基础，本干预试验采用了自下而上，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并在干预过程中适时调整措施的方法，例如在第一

批供应单人蚊帐后，根据群众的要求第二批供应了双人

蚊帐；当发现蚊帐被鼠咬破后，又动员群众修补蚊帐；最

终达到大部分人正确使用ITNs的行为干预结果。

3.4 干预试验的评估 干预试验需要通过收集定量

和定性资料来进行综合评价，定量资料提供了指标数

值的实现程度，而定性信息则可以解释能够实现指标

数值的原因，以及干预对象对项目的满意程度、看法和

建议。外部评估，出资者评估和受益人评估被认为是

较为客观的项目评价方式；在定性评估资料收集中，受

益人也对项目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3.5 结论 BCC策略 3方面的技术措施是相互联系，

互相促进的；知识是基础，支持性环境是条件，物质支

持是保障。目前国内外研究均未证明主要发挥作用的

措施是哪方面。 根据乡卫生院发热患者血检结果的

统计分析，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干预地区血检发

热患者 1542 例，发现阳性病例 66 例，阳性率 4.28%
（95%CI：3.35%～5.38%）；2006年 9月至 2007年 8月，

血检发热患者 1263例，发现阳性病例 12例，阳性率

0.87%（95%CI：0.40%～1.51%），显示发热患者血检阳

性率显著下降（P＜0.01）。分别对 2006年 8月的基线

调查和2007年8月的终期评估调查中采集的一年内有

发热史人员血清学样品进行间接荧光抗体实验，阳性

率 分 别 为 71.60%（95% CI：66.61% ～76.21%）和

45.86%（95%CI：38.17%～69.49%），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7］。说明BCC策略成功地促进了 ITNs的
正确使用，与其他措施一起有效地降低了当地疟疾发

病和流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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