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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县江滩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分析及对策

                                              金江1

中图分类号12532.21 文献标识码: ID,3
    安徽省铜陵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沿线长55.5 lm。至

2000年底沿江有8乡镇49村流行血吸虫病，人口12.7万，耕牛
4 107头，全县有螺面积3 117.08万时，其中江洲滩2389.21万

澎，占76.7%。现对1996-2000年江滩地区血吸虫病疫情资料
分析如一F。

高长生2

人畜查病阳性率。

1 螺情

    收集整理各年度查、灭螺资料，计算各年有螺面积、易感地
带面积以及新发现和残存回升钉螺面积等。

病情

  收集整理各年度人畜查、治病资料、年度报表、计算各年度

3 流行现状

3.1 蛛情 2000年实有钉螺面积，比1995年末上升7.9%,
其中江滩增加121. 3%，洲滩增加4. 9%，易感地带增加

57.6% 在已消灭和基本消灭的一些沿江乡镇，新发现钉螺面

积180.41万甘，残存回升15.86万澎，分别占现有江滩钉螺

面积的7.6%和0.7%

3.2 病情 见表1
3.3 急性感染 1996一2000年全县共发生急性感染147例，

其中江滩地区139例，占94.6%。各年急性感染依次为21,
20,65,7及2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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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

    灭螺:1996-2000年江滩地区共灭螺2742.32万mz〔其中

环改灭螺面积为1 852.85万澎)，实际灭螺面积为0.5万-1 .
治疗和扩大化疗:共治疗患者44 489例次，其中粪检490人，血
清学((IHA 1:10)阳性者治疗12 756例，渔民、船民等高危人群

扩大化疗31 243人。耕牛治疗:沿江乡镇共治疗耕牛3 095头

次，其中扩大化疗987头次。

螺速度远跟不上每年新增加的速度。分析原因:①受长江洪灾

影响，使原无晾区变为有螺区②防治对策不力。每年只查老
螺区，还有查漏和漏查的情况，忽视流行因素的变迁。再者受

财力、物力限制，每年一次喷洒难以达到灭螺效果。③，’移民建
镇、平烷行洪”使原本无螺区还原为“冬陆夏水”，成为钉螺擎生

繁殖的辽阔草洲[z1

5 疫情分析

5.1人群病情下降缓慢 1996-200。年人群病情有所下降，
主要得益于血防健康教育和毗嗡酮扩大化疗。病情未能持续

下降的原因:①5年间有3年发生洪灾，洪水侵袭污染了环境
因游泳嬉水和抗洪抢险等暴露人群增多，造成新的感染和重复

感染，新查出和巧岁以下病例增加。②农民外出打工流动人

口增加，这部分人在历次普查中常漏查 ③每年普查工作质量
不易控制[Ili，部分病例未能检出
5.2 耕牛感染率下降较快 2000年沿江乡镇耕牛感染率比

1995年末下降35.6%，但仍有潜在威胁。每年耕牛普查不足
50%，部分病牛漏检漏治，幼牛查治也常被忽视。一些病牛在
有螺滩地散放，为感染性钉螺的产生埋下隐患。这也是人畜扩

大化疗后，感染率未能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5.3 打螺面积上升较快 5年间，实际灭螺面积占现有螺面积
的0.02%，新发现和回升的钉螺面积占现有螺面积的8.2%，灭

作者单位:1
            2
安徽省钢陵县血吸虫病防治站，铜陵244100;
安徽省铜陵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铜睦 244100

6 防治对策

    铜陵县血吸虫病疫情显著高于《我国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
标准)[2]，据此建议开展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继续坚持灭螺、人
畜化疗和健康教育措施。对难以开展灭螺地方，以化疗为主，

开展健康教育和重点处理阳性螺点;加大改水改厕力度，制定

相关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和资金开展生态灭螺;加强健康教育，

包括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形成由医生~学校。学生、家庭、社

会血防知识的传播[[31;严格执行《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搞好人畜同步防治。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疫情应归口管理上

报;根据耕牛上滩活动的特点建立安全放牧区。依靠科学技

术，加速江滩型地区血吸虫病防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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