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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铜陵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为湖沼型血吸虫病

重流行区。至2000年底，全县 18乡镇 135村流行血吸虫

病，流行区人口23万人，耕牛 8 363头，累计有螺面积

6 937. 7万m' .累计血吸虫病患者4. 1万例。有6乡(镇)血

吸虫病传播阻断，5乡(镇)传播控制，尚有 7乡(镇)未能

控制，占流行乡的 38. 9%。未控制乡数与 1995年 (8乡

镇)相比较，下降了12.5%。为掌握血吸虫病疫情动态，我

们对1996- 2000年血吸虫病进行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钉招

    200。年，有螺面积比1995年下降66%，但内陆、江滩

及洲滩分别增加 60.7%, 121.3%及 4.9%，仅湖滩下降

年血吸虫病疫情分析
潘新平

38.4%e易感地带均分布在江滩、洲滩及湖滩，比1995年下

降5.6%.在传播阻断及传播控制的一些乡查出新的钉螺攀

生地185.89万mZ(含 内陆5.48万m' )、残存钉螺面积 (含

内陆40. 8万M')回升62. 69万ma，分别占现有钉螺面积的
6. 0% 和 2.0% (表 1)

    病情

    血吸虫病查治情况见表2e

    息性感染

    1996-2000年，急性血吸虫病忠者147例，悔年依次

为 22, 20, 65. 7和 33例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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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工作

      灭螺

    1996--2000年，灭螺4 966. 71万m'(其中环境改造灭

螺 3 357. 6万m'),实际灭螺面积400.15万m'(其中湖滩

382. 16万mZ、内陆 11. 94万mZ、江滩 6.05万m')

    治疗

    5年共治疗患者58 364例，其中粪检 652例，血清学

作老雌位、安徽省银建县血吸虫病防治站，钥使244100

QHA)阳性治疗23 051例，扩大化疗 34 661人。

    治户拼牛

    5年共治疗耕牛4 056头，其中粪检阳性3 069头，普治

987头。

    技情分析

    有坏面积下降较快

    5年灭螺面积占现有钉螺面积的12.8%。采取的措施

是: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根据地形特点在疫区因地制宜地进

行环境改造，压缩湖滩钉娜面积，控制了病情及娜情。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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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实行承包责任制，消灭局部残存钉螺面积。我县钉

螺面积在下降，但潜在危险不容忽视。1998. 1999年连续2

年洪涝灾害使钉螺扩散，有螺面积增加，新发现和残存回升

的钉辑面积占现有钉娜面积的8%。近年调查结果表明，由

于长江洪水频发.钉螺扩散，有燎面积成倍增加已不容忽

视lu1。目前98. 1呵的钉娜草生地分布在三滩地区，面积大，

水位难以控制，灭螺工作难度大。山丘内陆地区环境特殊，

农田灌溉和内涝使钉螺继续扩散，以至有缘面积不断回升井

出现新螺点

    病情有所下降

    经多年防治，我县疫情主要压缩在长江一线的沿江、沿

湖地带。5年间，实行大规模查治.人、畜感染率和急性感

染仍波动较大。主要原因是:3年长江流域洪水侵袭，粪

坑、粪他满滋外流，钉螺随水漂流扩散，游泳婚水和抗洪抢

险等暴姆人群增多，新的感染和重复感染难以游免，致使新

查出和15岁以下患者增加，病情下降受到限制。至2000年

病悄下降的原因:①每年查出感染的人、畜都得到了及时治

疗，汛期高危易感人群进行扩大化疗，使潜在的病例均得到

怡疗;②每年春季加大了查螺力度，扩大了易感地带灭螺面

积，重点消灭阳性姗点;③加强宜教力度，改变人们不卫生

的行为及减少接触疫水的机会，④外出打工、经商者增多，

生产性接触疫水人群减少。⑤每年普查工作全大、时间紧，

因人员流动部分患者漏查，以及工作人员检验技术熟练程

度不同。致使普查质量不易控制[z:，可能有部分患者未能及

时检出 故应加大查治病工作力度，提高群众的防病意识，

特别是青少年和抗洪抢险人员的防病意识，减少感染

    讨论与小结

    疫情分析表明，我县血吸虫病流行悄况仍较严重，主要

原因是江洲滩地区尚无经济有效的控制方法。目前采取的措

施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实行综合治理，科学防治。凡可能

消灭钉招的地方，坚持消灭钉螺、人畜化疗和健康教育措施

凡不可能消灭钉螺的地方，应采取压缩易感地带面积、消灭

阳性螺点、人畜反复查治或重点人群和耕牛化疗、健康教育、

易感地带灭螺及个人防护的策略川。同时要注重制定相关

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和资金进行江洲滩开发，通过开发达到

治理，从而获得综合效益。

    山丘内陆地区增强监侧工作的意识。做到积极主动报
蜘、报病。此外还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提高查治病依

从性，以切断传染源的输人[’].同时，搞好部门之间的协作，

依托农田建设、水利工程、村镇规划等工作，对历史有螺环

境以及孤立和残存螺点进行彻底改造，避免回升和反复

    江洲滩地区的耕牛仍是主要传染源，由于牧民牵牛上

滩，任其在水草处活动，重复感染严重。5年来，感染率虽有

下降但不明显。许多研究表明耕牛是主要传染源，因此建议

在积极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应加强耕牛血吸虫病防治，教育

牧民到无螺区放牧，并在易感或高螺带竖警示牌。

    每年讯期和易感季节对高危人群扩大化疗，部分人群

陪着吃药 建议以询检法确定化疗对象，以免浪费人力和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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