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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犬驱虫为主的防治模式
在青南高原棘球蚴病高流行区防治试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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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 评价以犬驱虫为主的防治模式在青南高原棘球蚴病高流行区防治试点的效果袁 为建立高流行区棘
球蚴病的防治模式提供参考遥 方法 2008年 8月选择青海省称多县歇武镇的 4个行政村为试点村袁 对居民进行棘球蚴
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和犬感染情况 渊粪抗原检测冤 的基线调查遥 随后对试点村实行干预袁 以牧业组为单元袁 每月 15日
为固定的犬驱虫日 渊吡喹酮 1耀2片/犬冤袁 并对村民进行健康宣教尧 选定并培训防治骨干和动员群众参与防治遥 2009年
10月对试点村进行干预后调查袁 内容同基线调查袁 评价干预措施实施后的效果遥 结果 干预措施实施后袁 居民棘
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由 76.1%渊172/226冤提高至 98.8%渊237/240冤渊字2=55.6袁 P约0.01冤袁 犬粪抗原检测阳性率由 32.6%
渊43/132冤下降至 4.2%渊5/120冤渊字2=32.9袁 P约0.01冤遥 结论 通过实施干预措施袁 居民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显著提高袁
犬感染率显著下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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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ntrol pattern with an emphasis on canine deworming in a pilot

of echinococcosis in highly endemic area of southern Qinghai Plateau. Methods Four pasturing villages in Xiewu
Township of Chengduo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pilot villages in August of 2008. Baseline survey on awareness of
echinococcosis prevention knowledge among residents and status of dogs爷 infection (coproantigen ELISA) was carried
out in the villages. After baseline survey, measures of minimizing the control unit, setting up 15th of each month as
fixed canine purgation date ( praziquantel 1耀2 pill/dog) , giving health education to residents, selecting and training
control personnel, and mobilizing loc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were performed. In October of
2009, a survey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same contents as baseline survey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control patter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袁 the awareness rate on echinococcosis prevention knowledge in the residents increased from
76.1% 渊172/226冤 in 2008 to 98.8% 渊237/240冤 渊字2=55.6袁 P<0.01) . The positive rate of coproantigen ELISA for canine
echinococcosis decreased from 32.6% 渊43/132冤 to 4.2% 渊5/120冤 渊 字2 =32.9袁 P<0.01) .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awareness on echinococcosis prevention in residents increased and infection rate in dogs decreased considerably afte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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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球蚴病是流行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重要人兽共

患病 咱1暂袁 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袁 是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咱2鄄4暂遥 2004年的全
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调查结果显示袁 中国部分省 渊区冤
棘球蚴病流行严重袁 受威胁人口众多袁 流行区人群的
平均患病率为 1.1%袁 血清学检查阳性率为 12.0%咱5暂遥
青南高原是青海省人体棘球蚴病的重要流行区遥

对 1997-2001年青南高原地区棘球蚴病资料的分析显
示袁 该地区人群血清学检测阳性率为 14.1豫袁 患病率高
达 7.5豫袁 绵羊棘球蚴病感染率为 54.4豫袁 呈重度流
行咱6暂遥 针对青南高原棘球蚴病的流行和防控现状袁 开
展适合高流行区的防治模式研究袁 探讨更为可行的犬
驱虫工作方式以降低犬感染率袁 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群
众的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袁 成为亟需研究和解决
的问题咱7暂遥 2008年袁 选择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
县开展了高流行区防治模式试点研究遥 经过干预措施
的实施袁 2009年 10月通过现场调查对防治试点效果
进行评价遥

调查对象与方法

1 调查点

2008年 8月选择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
歇武镇生产类型为牧业的行政村中的二社尧 三社尧 五
社和六社等 4个试点村遥 对 4个村的居民进行棘球蚴
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和犬感染等情况的基线调查袁 收
集数据遥

2 干预措施

基线调查后实施干预措施袁 在试点村袁 改变原有
的以行政村为单位尧 以村干部为主体的防治模式曰 采
取缩小犬驱虫单元到牧业组袁 每个牧业组选取非专业
防治骨干负责犬驱虫袁 固定每月 15日给予吡喹酮 1耀
2 片/犬 渊 吡喹 酮购自 南京 制药厂 袁 批 号为
H32021379冤遥 对村民进行健康教育 渊宣传防病知识尧
发放宣传折页和年历冤尧 发动群众督促非专业防治骨
干落实犬驱虫和健康教育遥

3 调查内容

3.1 居民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采用

面对面问卷调查袁 内容包括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和 6个
有关棘球蚴病传播感染和防治的问题院 即是否听说过
棘球蚴病尧 人通过什么途径感染尧 哪个动物能让人感
染尧 人感染后会造成哪个部位不舒服尧 怎样预防和国
家的救治政策是什么钥 问卷由歇武镇中心卫生院熟悉
棘球蚴病的藏族医生进行问询和填写遥 答对任意 4个

问题以上视为及格袁 计算知晓率遥
3.2 犬感染率 以户为单位袁 分别对 4个试点村的所
有家犬进行登记袁 采集犬的新鲜粪便袁 采粪袋编号与
犬的编号对应袁 采集的犬粪样品置于-70 益冰箱中冻
存 96 h以上袁 用犬粪抗原检测试剂盒 渊深圳康百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冤 进行检测遥

4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开展前袁 对调查员进行问卷内容尧 调查
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培训遥 问卷调查数据尧 犬粪便采集
数据和犬粪抗原检测数据由两人进行双录入遥

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Access 2003 建立数据库袁 运用 SAS8.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不同组别之间的棘球蚴病防治知
识知晓率和犬感染率比较均采用 字2检验 遥

结 果

1 防治知识知晓率
2008年基线调查和 2009年干预措施实施后袁 分

别问卷调查 226尧 240人袁 调查对象均为藏族袁 其中
男性分别占 46.5%渊105/226冤 和 65.8%渊158/240冤曰
年龄构成均以 20耀39 岁为主袁 分别占 56.6%渊128 /
226冤和 47.9%渊115/240冤遥

2008年基线调查和 2009年干预措施实施后袁 居
民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76.1%渊172/226冤尧
98.8%渊237/240冤袁 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2=55.6袁
P约0.01冤遥 说明通过实施有关的健康宣教袁 居民的棘
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显著提高遥

2008 年基线调查 0耀19 岁尧 20耀39 岁尧 40耀59
岁和 60岁以上年龄组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
为 67.7%渊21/31冤尧 82.8%渊106/128冤尧 70.8%渊34/48冤和
57.8%渊11/19冤袁 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2=8.6袁 P约0.05冤遥 2009年干预措施实施后袁 随着居
民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的提高袁 0耀19岁尧 20耀
39岁尧 40耀59岁和 60岁以上年龄组棘球蚴病防治知
识知晓率分别达 91.7%渊11/12冤尧 99.1%渊114/115冤尧
98.8%渊79/80冤和 100.0%渊33/33冤袁 不同年龄组间棘球
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5.4袁 P>
0.05冤遥

2 犬感染率

2008年基线调查和 2009年干预措施实施后袁 犬
粪抗原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32.6%渊43/132冤 和 4.2%
渊5/120冤袁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X2=32.9袁 P约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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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犬每月 1次的驱虫袁 犬感染率显著下降袁 驱虫
效果显著遥

讨 论

我国棘球蚴病流行区多位于少数民族地区袁 由于
受地理环境复杂尧 自然条件恶劣和防治人员少等多种
因素制约袁 犬驱虫和健康教育工作一直无法有效落
实袁 犬感染率难以降低袁 群众防病知识知晓率低下遥
称多县属青南高原棘球蚴病高流行区咱8暂袁 幅员辽阔袁
人口 95%为藏族袁 居住分散袁 交通不便袁 给棘球蚴
病防治带来极大困难袁 尽管野犬犬投药袁 月月驱虫冶的
措施对控制棘球蚴病是有效的咱9暂袁 但犬驱虫工作在包
括称多县在内的众多高流行区却难以落实遥 称多县既
往曾开展过多次棘球蚴病防治和健康教育工作袁 尤其
是自 2006年中央转移支付棘球蚴病防治项目在称多
县实施以来袁 每年均有专项经费供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袁
但居民的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仍较低 渊76.1%冤遥
本研究从提高犬驱虫的可行性入手袁 通过采取以

犬驱虫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袁 经过防治试点研究袁 试
点地区居民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显著提高袁 犬登
记管理和驱虫工作得以规范袁 犬感染率下降遥 非专业
防治骨干是本研究所采取的新防治模式的关键袁 要选
取有责任心尧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当地居民来担任袁
结合中央转移支付棘球蚴病防治项目的人员培训工作

对其进行充分培训袁 并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袁 保障了
新防治模式的可实施性和可持续性遥 防治试点研究的
结果说明袁 本研究所采用的防治模式能有效促进 野犬
犬投药袁 月月驱虫冶和健康教育工作的落实袁 可以调
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棘球蚴病防治工作中袁 并
为卫生行政部门在各类流行区实施传染源控制策略提

供了依据袁 新的防治模式值得推广遥
志谢 汤林华研究员对本文的审阅和指导袁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王虎所长对现场工作的指导和帮助袁 歇武镇中心卫生院更尕昂江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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