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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人

可因食用含有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的福寿螺等而

出现嗜酸性脑炎等疾病。作为其中间宿主的福寿螺

生存能力强、繁殖快，因食用福寿螺已经导致多起

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公共卫生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

响[1]。浙江省台州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适宜福寿螺的生长繁殖，且居民有食用福

寿螺的习惯，存在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风险。为掌

握台州市福寿螺的分布和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状况，

于 2007年 8-10月开展了全市福寿螺分布和广州管

圆线虫感染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福寿螺分布调查 全市 9个县（市、区）所有乡

镇均纳入调查范围,其中沿海地区6个县（市、区）,内
陆山区 3个县（市、区）.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3个村作

为调查对象，由事先经培训的乡镇防保医生负责查

看抽中行政村的河、塘、沟、渠、田等福寿螺可能孳生

环境是否有福寿螺分布。

1.2 福寿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调查 在全市按东、

南、西、北、中5个方位确定5个县（市、区），各随机抽取1
个有福寿螺分布的乡镇，在该乡镇再随机抽取1个有螺

村作为调查点,每点分别捕捉100个以上福寿螺，采用

“肺检查法”逐个解剖，镜检广州管圆线虫第Ⅲ期幼虫。

2 结果

2.1 福寿螺分布情况 全市共调查131个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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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浙江省台州市福寿螺分布及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状况。 方法 在全市9个县（市、

区）所有乡镇开展福寿螺分布调查，抽取 5个县（市、区）开展福寿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状况调查。

结果 全市 58.78％（77/131）的乡镇有福寿螺分布，呈自南向北逐渐递减分布（χ2=38.15, P＜0.01）；

福寿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为3.35％（25/747），感染率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χ2=6.60, P＜0.01）。

结论 台州市福寿螺分布广泛， 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较低， 但存在发生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潜在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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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Amlullarius gigas and its infection status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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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Ampullarius gigas (apple snail) and its
infection status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Taizhou. Methods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mpullarius gigas was conducted in all villages of 9 counties (cities/districts) in the cit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Ampullarius gigas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was conducted
in 5 counties randomly selected. Results Ampullarius gigas distributed in 77 townships (58.89%) with
the density decreasing as going north（χ 2=38.15, P＜0.01）; the infection rate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was 3.35％（25/747）, which was higher in coastal area than inland area（χ2=6.60, P＜0.01).
Conclusion The distribution of Ampullarius gigas was wide in Taizhou, but with low infection rate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sis, however, the potential of the incidence of angiostrongyliasis cantonensis still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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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其中发现有福寿螺分布的77个，占58.78％，见

表1。以温岭市发现率为最高，三门县为最低，各县

（市、区）发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4，P＜
0.01）；按照地理分布做χ2趋势检验，福寿螺分布由

南向北呈逐渐递减趋势（χ2＝38.15，P＜0.01）。

2.2 福寿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情况 在临海、玉

环、天台、仙居、三门等5个县（市、区）共捕捉解剖福

寿螺747只，解剖发现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的25只，总

感染率为3.35％，见表2。以沿海地区的临海、玉环、

三门感染率 4.62％（22/476）显著高于内陆地区的天

台、仙居感染率 1.11％（3/271）（χ 2＝6.60，P＜0.01）。

3 讨论

台州地区是福寿螺受害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本次调查证实台州市有大量福寿螺分布，与

Kraeuchi等[2] 2004报道相符。原因可能为：与台州市

西南部接壤的温州大量分布的福寿螺作为扩散源，

入侵台州辖区[3]；台州南部沿海地区曾有引进、养殖

福寿螺的活动，后放弃养殖，任由福寿螺自生自灭，

然而，福寿螺生存能力强，繁殖快，从而导致当地放

生的福寿螺成为又一个扩散源。南部沿海地区经济

较发达，居民主要从事工业、贸易等商业活动，农田

耕作、农药、化肥使用量较北部山区少，人为破坏福

寿螺生长繁殖环境的因素较小，有利于福寿螺生长

繁殖的水系发达，而北部山区居民以务农为主，通过

捡拾福寿螺、药物防治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北部山区福寿螺数量[4]，形成福寿螺自南向北呈逐渐

递减分布。

通过调查，初步认定台州市福寿螺感染广州管

圆线虫率处于较低水平，明显低于潘长旺等[5]报道

的感染率 69.4％和杨发柱等[6]报道的福建省感染率

（20.85%~35.56%）。本次调查摸清台州市有大面积

福寿螺（中间宿主）分布及福寿螺有广州管圆线虫感

染率（3.35％），还缺乏鱼、虾、青蛙等转续宿主和保

虫宿主（鼠类）感染率资料，故尚不能就台州市是否

为广州管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作出结论，还需在后

续工作中完善相关调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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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州市福寿螺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mpullarius gigas in Taizhou city

县（市、区）

椒江

黄岩

路桥

临海

温岭

玉环

天台

三门

仙居

合计

乡（镇、街
道）数

9
19
10
19
16
9

15
14
20

131

发现福寿螺
乡（镇、街道）数

8
16
4

13
15
8
4
2
7

77

发现率（％）

88.89
84.21
40.00
68.42
93.75
88.88
26.67
14.29
35.00
58.78

表2 台州市福寿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情况

Table 2 Infection of Ampullarius gigas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Taizhou city

县（市、区）

临海

玉环

天台

仙居

三门

合计

受检福寿螺数

184
139
116
155
153
747

感染数

14
2
0
3
6

25

感染率（%）

7.61
1.44
0.00
1.94
3.9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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