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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源性线虫!钩虫"蛔虫"鞭虫和蛲虫等#在我国

分布广泛$感染人数众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

#==!

年及

!&&#

&

!&&%

年全国开展了两次人体重要寄生虫病

调查$山西省也相应开展了土源性线虫病等人体重

要寄生虫病调查% 根据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现状与特

点$

!&&?

年起国家开始有计划" 规范地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系统的监测$ 为我国土源性线虫病的科学防

治提供依据% 根据全国监测方案$ 山西省确定盂县

为国家级监测点$于
!&&?

&

!&#&

年连续
@

年开展了

土源性线虫病监测% 根据'

!&&?

&

!&#@

年全国重点

寄生虫病防治规划(要求$为全面了解山西省土源性

线虫病感染现状$ 为制定寄生虫病防治策略和措施

)论著)

山西省 !&## 年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报告
张玉农 李国华﹡ 刘元 左素俊 高雪芬 樊婷 王金猴

!摘要" 目的 了解山西省土源性线虫感染现状$为制定该省寄生虫病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根据地理位置随机抽取各市近北端的
#!

个县!区#为监测点$于
!&##

年
#&

&

#!

月$采用改良

加藤厚涂片法对监测点
$

周岁以上居民进行粪便土源性线虫!蛔虫"鞭虫"钩虫"蛲虫等#虫卵检测% 计算

感染率及感染度% 结果
#!

个省级监测点共调查
## >#=

人$查出蛔虫"鞭虫"蛲虫等土源性线虫感染者

##=

例$总感染率为
#:&#A

% 其中蛔虫感染者
$=

例$感染率为
&:$$A

*鞭虫感染者
<

例$感染率为
&:&<A

*

蛲虫感染者
B=

例$感染率为
&:?BA

%

$=

例蛔虫感染者分布于阳高县"偏关县和万荣县等
$

个县$

<

例鞭虫

感染者分布于阳高县$

B=

例蛲虫感染者集中分布于万荣县%万荣县蛲虫感染率为
B:>%A

$各年龄组间感染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B<:%?

$

!D&:&@

#$且有
?%:@?A

!

@<EB=

#的感染者存在家庭聚集性%结论
!&##

年土

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及蛔虫"鞭虫"蛲虫感染率与第二次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时山西省情况比

较均呈下降趋势% 万荣县蛲虫感染率远高于第二次全国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时全省蛲虫感染平均水平$

#!

岁以下人群感染率也高于当时全省同年龄人群平均水平*蛲虫感染具有很高的家庭聚集性%

!关键词" 线虫感染*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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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学依据!

!&<<

年山西省制定了 "山西省土源

性线虫病监测实施方案#

!&<<

$

!&<=

年%&!确定了

<!

个省级监测点! 于
<&

$

<!

月份开展了土源性线

虫病监测工作' 现将山西省
!&<<

年土源性线虫病

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

监测点及监测对象

按照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的具体要

求! 山西省
<<

个市
<<>

个县共确定
!&?

的县作为

省级监测点'

<<

个市
@

除临汾市
!

个监测点外
A

每市

选取
<

个监测点!根据地理位置随机抽取各市近北

面的县(区%作为监测点!全省共
<!

个省级监测点
B

太原市阳曲县)大同市阳高县)朔州市平鲁区)忻州

市偏关县)阳泉市郊区)晋中市寿阳县)长治市襄垣

县)晋城市高平市)临汾市安泽县)临汾市永和县)运

城市万荣县)吕梁市临县'

监测点以县(市)区%为单位!按地理方位划分为

东)西)南)北)中
=

个片区!每片区随机抽取
<

个行

政村!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
$

周岁以上居民
!&&

人! 每个监测点至少调查
< &&&

人'

!"#

方法

!&<<

年
<&

$

<!

月!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进

行粪便钩虫)蛔虫)鞭虫及蛲虫(包括其它虫种%的检

测!计算感染率及感染度(感染度分级参照
CDE

推

荐的标准*

<

+

%'

!"$

统计学分析

用
FG2 2(H8 $:$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

算感染率和感染度!率间的比较用卡方检验'

#

结果

#"!

总体感染情况

#!

个监测点共调查
## I#>

人!查出蛔虫)鞭虫

和蛲虫等土源性线虫感染者
##>

例! 总感染率为

#:&#?

' 其中蛔虫感染者
$>

例!感染率为
&:$$?

' 除

#

例蛔虫感染者每克粪虫卵数(

,JJ1 G,0 J0/K4 F.L

%

约
= "=%

! 为中度感染外! 其余感染者均为轻度感

染' 鞭虫感染者
<

例!感染率为
":"<?4

为轻度感染

(

F.L

约为
<!"

%' 蛲虫感染者
M>

例 ! 感染率为

":NMO

'

#"#

地区分布

<!

个监测点中有
$

个监测点查出蛔虫感染者!

分别为北部的大同市阳高县(

!

例%)忻州市偏关县

(

$N

例%和南部运城市万荣县(

<

例%!感染率分别为

":""!?

)

":"=<?

)

":""<?

,仅阳高县查出
<

例鞭虫感

染者!感染率为
":">N?

' 蛲虫感染者
M>

例!全部分

布于万荣县!感染率为
M:I%?

(表
<

%'

表
! !"<<

年山西省各监测点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 ! '(H,P)28( 8H 1829!)0/(1K2)),- (,K/)8-,1 /) 150Q,299/(P, 12),1 2( RS/(T2 .08Q2(P, 2( !"<<

调查人数

;8: ,T/K2(,-

监测点

R50Q,299/(P, 12),

感染人数

;8:

2(H,P),-

感染率(

?

%

'(H,P)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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蛲虫
.2(V80K

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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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8WV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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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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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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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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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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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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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L/8G2(J Z85()6

安泽县
\(], Z85()6

永和县
X8(JS, Z85()6

万荣县
C/(08(J Z85()6

临县
^2( Z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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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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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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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特征分析

对蛲虫感染例数较多的万荣县进行人群特征

分析
4

感染率最高的为
%&!

岁组!感染率为
<<:<<=

"

其次为
>&!

岁组!感染率为
<&:$%=

# 不同年龄组间

蛲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

!"&:&B

$

%表
!

&'

表
!

万荣县蛲虫感染人群的年龄分布

$%&'( ! CD, -21)02E5)28( 8F G2(H80I 2(F,J)28( 2(

K/(08(D L85()6

人群蛲虫感染情况的性别特征( 调查男性
B<M

人!感染者
%<

人!感染率为
>:M&=

"调查女性
%NM

人!感染者
$N

人!感染率为
>:>>O

'不同性别人群感

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P&:&B

&' 不同职

业人群的蛲虫感染率为
Q

幼托儿童
A:BN=

! 学生

<&:N>=

!农民
>:BN=

%表
$

&'

表
#

万荣县蛲虫感染人群的职业分布

$%&'( # RJJ5G/)28( -21)02E5)28( 8F G2(H80I 2(F,J)28( 2(

K/(08(D L85()6

!")

家庭聚集性分析

对蛲虫感染者的家庭分布进行分析发现!

>M

例

感染者分布于
%B

个家庭中! 其中
<>

个家庭中出现

!

例以上的感染者! 共
B<

例感染者存在家庭聚集

性!占全部感染者的
A%:BA=

'

<>

个家庭中有
<!

岁

以下儿童感染者的为
N

个家庭! 共
!A

例感染者!占

总感染者的
$!:M<=

'

!"*

相关的流行因素监测结果

对监测点的地理环境)气温)湿度)降雨)农作物)

经济水平)卫生状况)防治措施等自然和社会因素进

行监测#

<!

个监测点中!除阳高县)襄垣县)高平县和

万荣县等
%

个监测点地形为丘陵外!其余
N

个监测点

地形均为山区"当地的主要产业均为农业"主要饮用

水除平鲁区)偏关)阳泉郊区以井水为主外!其余
N

个

监测点均以自来水为主" 除平鲁开展部分人群驱虫

外!其余
<<

监测点均未开展集体驱虫*表
%

&'

#

讨论

!&<<

年全省
<!

个监测点共调查
<< N<M

人!土

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
<:&<=

!其中蛔虫)鞭虫和蛲虫

的感染率分别为
&:$$=

)

&:&<=

和
&:A>=

' 与第二次

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简称二次寄调&山

西省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

,

%总感染率为
B:A>=

!其

中蛔虫) 鞭虫) 蛲虫感染率分别为
!:NB=

)

&:&<=

和

!:NM=

&比较!总感染率及蛔虫)鞭虫)蛲虫感染率均

程下降趋势'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的下降与近年人们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卫生条件和个人卫生意

识的增强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

尽管全省土源性线虫病总感染率较二次寄调有

较大幅度下降! 但个别地区部分虫种感染率仍处于

较高水平!如运城市万荣县的蛲虫感染率为
>:N%=

!

远远高于二次寄调时全省平均感染率 %

!:NM=

&

+

!

,

'

本次调查
<!

岁以下人群感染率为
M:!N=

!也高于二

次寄调时全省同年龄人群平均水平%

>:MA=

&

+

!

,

'

蛲虫感染人群分布结果显示!除
<!

岁以下年龄

组感染率高以外! 各年龄组均不低! 最高的为
%&!

组!为
<<:<<=

"其次为
>&!

岁组!为
<&:$%=

' 调查

结果显示蛲虫感染具有很高的家庭聚集性!

A%:BA=

的患者存在家庭聚集性! 可能是各年龄组感染率均

高的一个原因' 感染者的职业分布显示!

BM

例成人

感染者全部为农民! 因此在加强学龄前儿童及学生

健康教育的同时! 也应加强农民的健康教育' 讲究

个人卫生!这是预防包括蛲虫在内的土源性线虫感

!

!M:$N

>:%<

A:$A

B:A$

<<:<<

B:><

N:AM

<&:$%

>:N%

年龄组

CD, D085G

调查人数

;8: ,S/I2(,-

感染人数

;8: 2(F,J),-

感染率
T=U

'(F,J)28( 0/),T=U

$V

<"V

!"V

$"V

%"V

B"V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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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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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西省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流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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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曲县
R/(NT5 U85()6

阳高县
R/(NN/8 U85()6

平鲁区
.2(N95 321)02F)

偏关县
.2/(N5/( U85()6

阳泉郊区
*2/8 V5 15O50O

寿阳县
IC856/(N U85()6

襄垣县
W2/(N65/( U85()6

高平市
X/8D2(N U85()6

安泽县
L(Y, U85()6

永和县
R8(NC, U85()6

万荣县
Z/(08(N U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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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关键措施之一#

对各监测点的各种流行因素分析$无害化厕所

数是当地卫生状况的指标之一$万荣县的人均无害

化厕所数远低于其它监测点$人群蛲虫感染率较高

可能与该因素有一定关系# 另外$万荣县历史上是

山西省缺水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群中会沿袭

历史上因缺水所致的一些不良卫生习惯$可能是人

群土源性线虫病感染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总之$本

次调查部分地区某些虫种人群感染率较高的原因需

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分析#

近年来$寄生虫病在山西省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土源性线虫病等寄生虫病日常监测工作缺乏经费的

支持$另外土源性线虫病也不属于法定报告传染病$

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该省土源性线虫病等寄生虫病的

防控工作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

年的监测结果显

示$部分地区的土源线虫感染水平不容忽视$今后应

逐步加强该省寄生虫病防控工作的经费投入$对重

点地区重点关注$应进一步分析查找原因$针对危险

因素加强防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

&

!&<@

年

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 以此次调查为契机$

推动土源性线虫病( 目前越来越多的食源性寄生虫

疾病以及因人口频繁流动出现的输入性寄生虫病的

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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