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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 helper cell subse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timala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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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郊区小学生头虱感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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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作者对洛阳市郊区小学生头虱感染情况
进行了调查。

    调查对象和方法
1 调查对象 洛阳市近郊马坡村回民小学、前后马沟村小
学7-12岁的学生共1 134名。
2 方法 肉眼观察法:发现头发上粘附有蛆子或发间有虱
子，为头虱感染阳性。

    讨 论

    头虱感染情况各地不一，江苏省盐城市对一百多万中、
小学生的一次头虱普查中，其感染率达28.2%，中、小学生
分别为16.5%和31.2%，男、女生感染率分别为21.3%和
36.0%[t]。云南贫困县中、小学生头虱感染率为13.98%[210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生感染率显著高于男生，主要因为头虱
喜栖于耳后与枕部的发根，而这些部位有利于头虱栖息擎生
所致。为此，要教育小学生讲究个人卫生，勤洗头，女生要剪
短发，以防止头虱感染。

    结 果

1 男、女小学生头虱感染率比较 小学生头虱感染率平均
为13.49% (153/1 134)，男 、女学生感染率分别为1.96%
(11/560)和24.74% (142/574)。男、女学生感染率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P<0.01)(表1)。
2 各年龄组学生头虱感染率比较 各年龄组间头虱感染率
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以10岁组学生感染率最高，
为18.65 ，小于10岁的学生随年龄增长感染率逐渐增高，
大于10岁的学生随年龄的增长感染率逐渐下降(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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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血吸虫病学术交流会将于2001年7月在上海召开

      卫生部将于2001年7月4日至6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血吸虫病学术交流会”(ISS)。会议的目的是交流血吸虫病

防治经验，促进我国与国际相关科学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增加我国防治研究专业人员与国际有关血吸虫病专业机构间的合

作。会议的主题为“迈向21世纪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将结合目前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所面临的形势，针对世界银行贷

款血吸虫病防治项目结束以后策略调整的任务，将着重在十个方面进行交流与讨论，包括血吸虫病防治现状、应用性研究进

展、螺狮生物学与控制方法、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具、血吸虫病发病与发病机制、免疫学与疫苗研究、低度流行区化疗人群的

筛选与治疗、不同流行区可承担的血吸虫病干预措施、动物血吸虫病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防治意义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环

境监测中的作用等。

    会议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形式有:大会报告、分组报告与讨论、圆桌讨论会。请各地血吸虫病防治专业部门认真组织、精

心准备、积极参与，使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请在2001年2月28日前，将拟提交的论文摘要英文稿(限500字)与相对应的中文稿(打印文字及

软盘，用Word软件)及本人通讯地址、邮编、电话、Fmail地址寄交:200025上海瑞金二路207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
病研究所，ISS秘书组郭家钢处。

Email: zherigjg@sh163a. sta. net. cn

论文经审核，将通知作者是否被接受。被接受的论文第一作者将被邀请参加会议。

(ISS筹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