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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建德市人体肠道线虫的感染程度，以利制定有效的 用试管滤纸培养法检查钩黝;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晓虫卵。

防治措施，对1980年至2000年4次有详细资料的调查结果进 1.3 社会经济因紊调查 调查当地农业人口人均年收人，改

行对比、分析，并对20余年的肠道线虫病的防治效果进行分 水改厕普及率、人群文化程度的变化及学生驱虫情况等。

析

                                                              2 结果与讨论

1调查对象与方法 4次肠道线虫调查的结果见表l0 1980年的肠道线虫感染

1.1 选点 按照人均收人(为主)、卫生条件、文化水平将全市 率为54.51%,经过普查普治，到1988年其感染率不但没有下

分为上、中、下3级，再按东、南、西、北、中进行3级分层整群随 降，反而上升至60.86%。必须指出的是，有18.06%的人同时

机抽样的方法川抽取5个行政村为调查点，分别是杨村桥镇溪 感染2种以上的肠道寄生虫，甚至还有不少受检者同时感染6、

边村、下涯镇西岸村、三河乡下徐村、石屏乡毛家村和新安江镇 7种肠道寄生虫hl，表明当时该市的肠道寄生虫感染相当普
新安江村，共调查了8 416人次。 遍。采取了综合防治的措施后，2000年的感染率下降到

1.2 方法 用改良加膝氏厚涂片法检查钩虫、蛔虫及鞭虫95;    9.26%，此成果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衰 1 建德市4次肠道线虫旅染率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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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体肠道线虫感染程度和经济收入高低相关

2.1.1 横向比较 即同一时间内调查的点与点之间的比较。

1988年经济收人最高的新安江镇新安江村，其感染率最低

(56.22%)，三河乡下徐村经济收人最低，其感染率最高

(67.62%)，两地感染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原因

系新安江村大多数人居住条件较好，环境卫生尚可;而三河下

徐村住房条件环境卫生差，使用新鲜粪便的多。

2.1.2 纵向比较 全市的人均收人从1980年的320元上升

至2000年的3 288元，其感染率也相应从54. 39%下降至

9.26%,原因除收人水平提高，还进行了综合防治。

2.2 综合防治效果显著

2.2.1 改水改厕、严禁使用新鲜粪便 卫生防疫站成立了改

水改厕办公室，使全市90%的行政村建造了自来水厂，80%的

农户用上了自来水。改变在同一池塘(小溪或小河)洗马桶、洗

莱、喝水的陋习;改厕:乡、镇的中、小学校及其它机关单位建造

了三格式厕所，新建房的农户 100%建造了三格式厕所，消除

了使用新粪便施肥，起到阻断传播的关键作用。

2.2.2 易感人群重点防治 肠道线虫的易感人群是7-14岁

的儿童。为此，该市从1993开始，连续5年对在校7-14岁学

生进行普查普治，共计195 129人次，服药率高达96.23%。其

蛔虫感染率从1988年的58.77%下降至1997年的2.08%，这
对整个人群肠道线虫感染率的下降起了决定性作用

2.2.3 加强健康教育、提高个人防护 从1988年开始，多次

利用电视、广播、黑板报、实物和图片展览及永久性标语等多种

形式，宜传肠道线虫的形态、生活史、感染途径、危害性及如何

预防感染，使群众掌握了防治肠道线虫的科学知识，提高了自

我防护意识，自觉地做到不喝生水，不吃生食，饭前便后洗手，

不赤脚下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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