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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县2000一2002年耕牛血吸虫感染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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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摸清耕牛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给防

治对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安徽省铜陵县2000

-2002年耕牛血吸虫病感染情况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 结果

如下。

兽医人员成为个体兽医，而县级兽医部门因经费、人员不足等

问题。无法完成每年的普查普治任务。

1 资料来源

    收集整理200(〕一2002年全县各年度耕牛查治病年度报

表、资料 计算各年度耕牛查病阳性率，并进行比较。

2 结果

    2001)一2002年共进行粪便孵化检查耕牛12 387头次，平

均受检率53. 19%,查出阳性病牛1 453头，平均阳性率

11.73%，累计治疗761头次，受治率52.37%，扩大化疗269头，

见表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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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结果显示 我县血吸虫病未控制地区耕牛感染率平均在

10%以上，明显高于当地居民血吸虫病平均感染率说明耕牛
已成为我县湖沼地区血吸虫病主要传染源〔”。造成耕牛感染
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耕牛受检率低，平均每年受检

率只有50%左右，致使部分病牛未及时检出，特别是3岁以下

的幼牛易于感染，因未套头绳 难于检获粪便，漏检率高，使传

染源得不到及时发现;二是耕牛受治率不高，由于防治经费投

人不足或畜主对耕牛治疗积极性不高等影响耕牛受治率。如

2(101年县财政无专项经费投人，使查出的病牛无法治疗。此

外，有的地方兽医部门因担心药物副反应而有意减少耕牛治疗

剂量和夜盖面，从而也使传染源得不到有效根治，滩地得不到

“净化，’;三是人畜不能同步防治，由于人畜防治归属两个部门，

在人、畜查治的范围、对象和时间上，缺乏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致使人畜查治难于同步进行;四是基层兽医站防治力童薄弱。

由于机构改革，部分乡镇兽医站撤并，人员精减，致使原有

4 几点建议

4.1加强部门协作，实行粽合治理 江洲滩地区因长江水位

无法控制，钉螺分布范围广，同时新生洲滩不断形成出现，加之

洪水频发，钉螺扩散严重，单纯依靠药物灭螺的措施难以控制

钉螺生长繁殖，必须加强部门协作。结合农业水利建设，对有

螺滩地进行综合治理，改变钉螺攀生地，降低钉螺密度，压缩有

螺面积，杀灭阳性钉螺，以减少人畜感染。在加大综合治理控

制钉螺的同时要加大耕牛查治力度，提高受检率和受治率，做

好人畜同步防治并保证质量，持续开展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农

民调整养殖结构和以机代牛，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

4.2 加强耕牛监洲，控制传染源 由于流行区间耕牛交换、买

卖比较频繁，造成了血吸虫病传染源的严重扩散。因此，疫区

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加强耕牛血吸虫病防治，特别是幼牛的

防治，发现病牛，追踪来源，并给予治疗。对从疫区购进和交易

的耕牛，进行病情监侧，发现病牛必须及时治疗，防止传染源输

人，这对减少病原体的扩散，保护耕牛的健康均有重要意义。

4,3 加强粪管、水管，建立安全放牧区 由于疫区耕牛一般敞

放，流动性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大量病牛粪便污染有螺

地带[x7造成钉螺感染，形成血吸虫传播恶性循环。因此，在牧

草丰富，牛群集中的地区，建立安全放牧区，或实行轮牧放养。

加强滩地粪管、水管，在放牧前对洲滩和耕牛饮水地进行灭螺、

杀勤，并确保质量，尽可能减少滩地污染，控制传染源扩散。

4.4 完善专业队伍，确保防治专欲 根据《安徽省血吸虫病防

治条例》精神，各乡镇要不断健全、恢复完善基层兽医站，并落

实专人、专款，确保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要加强耕牛血

防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更新业务知识，提高防治技能，以适应

防治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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