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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线虫病是南京市农村地区广泛流行的主要寄生虫病

之一袁 1989年第一次全国人体寄生虫病分布调查袁 南京市基
线感染率为 51.6%咱1袁2暂遥 经过十余年的大力防治袁 人群感染率
和感染度均明显下降袁 2002年底总感染率降至 6.6%袁 达到基
本控制标准 渊10%以下冤遥 为了解近年来该病的流行情况和影
响因素袁 掌握其流行规律袁 为进一步制订防治对策和评价防
治效果提供科学依据袁 于 2004-2008 年对南京市肠道线虫感
染情况进行调查袁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遥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监测点与监测对象 按照卫生部制定的叶全国人体重要寄
生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曳和叶南京市肠道线虫病监测方案曳的
要求咱1暂袁 每年 10月下旬在南京市 13个县渊区冤分别选择 1个行
政村或街道作为监测点袁 监测对象为当地 1 岁以上常住居民
渊含入住 6个月以上的外地居民冤遥
1.2 监测内容 重点监测人群蛔虫尧 钩虫尧 鞭虫和蛲虫等肠
道线虫的感染情况遥
1.3 监测方法 于每年10耀11月对监测点居民采集约 50 g新
排大便袁 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粪检虫卵渊一送三检冤咱3暂遥 每个监
测点整群调查人数不低于 600人袁 全市每年不低于 7 000人袁
连续监测 5年遥
1.4 质量控制 每年在调查前对检测人员进行统一培训遥 并
对各监测点镜检结果进行复查袁 抽查 30%阳性片 渊如不足 10

片则全部复查冤和 5%阴性片遥
1.5 统计学分析 应用 Office2 000 Excel 建立调查数据库袁
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 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字2检验遥

2 结果

2.1 虫种与感染率 2004-2008 年共调查 46 226人袁 查出肠
道线虫感染者 953 例袁 年平均感染率为 2.1%袁 感染率呈逐年
下降趋势袁 由 2004 年的 3.0%降至 2008 年的 0.7%袁 降幅为
75.3%遥 检出虫种有蛔虫尧 钩虫尧 蛲虫尧 鞭虫和姜片虫袁 其中
蛔虫和钩虫占比例最高袁 分别为 70.3%渊670/953冤和 17.3%
渊165/953冤袁 蛔虫年平均感染率最高袁 为 1.5%渊表 1冤遥
2.2 地区分布 城区共调查 30 841人袁 感染率为 0.57% 渊175 /
30 841冤遥 农村监测 15 385人袁 感染率为5.06%渊778/15 385冤 袁
农村人群感染率显著高于城市渊字2=1 024.63袁 P﹤0.01冤渊表2冤遥
2.3 年龄分布 1耀9岁组肠道线虫感染率为 5.2%袁 高于其他
年龄组渊字2=225.49袁 P约0.05冤遥 蛔虫感染率以 10耀19 岁组最高
渊3.73%冤袁 高于其他年龄组渊字2=325.73袁 P约0.05冤遥 50耀59 岁组
钩虫感染率最高渊字2=95.12袁 P约0.05冤遥鞭虫感染率各年龄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28.87袁 P﹥0.05冤渊表 3冤遥
2.4 性别分布 男性感染率渊1.82%袁 467/25 640冤与女性感染率
渊2.37%袁 488/20 586冤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17.02袁 P跃0.05冤遥

3 讨论

南京市近 5 年来肠道线虫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袁 总感

2004-2008年南京市肠道线虫感染情况分析

揖提要铱 2004- 2008年对南京市 65个监测点 1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肠道线虫监测调查袁 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渊Kato鄄
Katz法冤 粪检虫卵遥 5年共调查 46 226人袁 肠道线虫感染率逐年下降袁 从 2004年的 3.0%降至 2008年的 0.7%袁 降幅为
75.3%遥 农村的人群感染率渊2.9%冤显著高于城市渊0.9%冤渊字2=1 024.63, P约0.01冤遥 10岁以下儿童感染率 渊5.2%冤 显著高于其
他年龄组 渊字2=331.18袁 P约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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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检查人数

11 664
8 636
7 922
9 270
8 734

46 226

感染人数
221
211
114
91
33

670

感染率渊%冤
1.9
2.4
1.4
1.0
0.4
1.5

感染人数
60
30
27
24
24

165

感染率渊%冤
0.5
0.4
0.3
0.3
0.3
0.4

感染人数
66
16
11

0
1

94

感染率渊%冤
0.6
0.2
0.1
0
0.01
0.2

感染人数
3
5
4
5
7

24

感染率渊%冤
0.03
0.1
0.1
0.1
0.1
0.1

感染人数
350
262
156
120
65
953

感染率渊%冤
3.0
3.0
2.0
1.3
0.7
2.1

染率从 2004 年的 3.0%降至 2008 年的 0.7%袁 降幅达 75.3%遥
主要是该市长期实施以减少传染源尧 切断传播途径尧 开展普
查尧 普治和群体驱虫袁 并结合国家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袁 加强环境卫生治理袁 深入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等综合性
防治措施有关遥

监测结果显示袁 蛔虫是该市肠道线虫感染的主要虫种遥
蛔虫容易引起儿童贫血尧 营养不良尧 发育障碍尧 甚至引发胆
道蛔虫症等咱4暂袁 应引起重视遥

肠道线虫感染率农村明显高于城市袁 与农村经济发展较
慢袁 居民居住条件尧 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欠佳袁 粪便未进行
无害化处理等有关遥 10岁以下年龄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年
龄组袁 主要与儿童卫生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较差有关遥 农村
因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袁 50耀70岁中老年人成为主要劳动力袁
参加农田劳动的机会多袁 致使该人群钩虫感染率相对较高遥
因此袁 今后应及时调整防治对策袁 对重点地区特别是经济相
对落后的乡村袁 要大力开展防治肠道线虫病的卫生宣传教育
活动袁 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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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京市 2004 -2008年肠道线虫感染情况

蛔虫 钩虫 蛲虫 鞭虫 合计

表 2 南京市 2004-2008年城市和农村肠道线虫感染率比较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调查人数
7 499
5 525
5 893
6 311
5 613

30 841

感染人数
82
47
32
8
6

175

感染率渊%冤
1.1
0.9
0.9
0.5
0.1
0.6

调查人数
4 165
3 111
2 029
2 959
3 121

15 385

感染人数
268
215
124
112

59
778

感染率渊%冤
6.4
6.9
6.1
3.8
1.9
5.1

字2

262.45
248.48
242.43
210.99

86.37
1 024.63

P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1

城市 农村

表 3 南京市 2004 -2008年不同年龄组肠道线虫感染情况

年龄组

1耀9
10耀19
20耀29
30耀39
40耀49
50耀59
60耀69

跃70
合计

调查人数

2 863
3 567
5 518
8 765
7 541
8 785
5 431
3 756

46 226

感染人数
107
140

85
118

87
75
34
24

670

感染率渊%冤
3.7
3.9
1.5
1.4
1.2
0.9
0.6
0.6
1.5

感染人数
3
5
6

14
20
72
34
11

165

感染率渊%冤
0.1
0.1
0.1
0.2
0.3
0.8
0.6
0.03
0.4

感染人数
37
20
15

5
8
7
2
0

94

感染率渊%冤
1.3
0.6
0.01
0.1
0.1
0.1
0.04
0
0.2

感染人数
1
8
0
4
5
0
4
2

24

感染率渊%冤
0.03
0.2
0
0.1
0.1
0
0.1
0.1
0.1

人数
148
173
106
141
120
154
74
37

953

率渊%冤
5.2
4.9
1.9
1.6
1.6
1.8
1.4
1.0
2.1

蛔虫 钩虫 蛲虫 鞭虫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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