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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掌握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因素
!

为建立血吸虫病监测预警系统以

应对突发疫情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

年
!

在安徽
#

江苏
#

重庆
#

湖北和山东等
=

省
$

市
%

<<

个县
$

市
#

区
%

选择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设立固定监测点和流动监测点
!

采用血清学
#

病原学方法调查流动人口及家

畜的血吸虫感染情况
&

在危险地带及可疑环境开展钉螺孳生分布调查
!

并在通江河道开展钉螺扩散调查
"

结果 湖北
#

安徽
#

江苏和重庆开展了流动人群监测
!

间接血凝试验
$

2(-20,5) 6,@/AA9B)2(/)28( /11/C

!

'DE

%

筛查
= >&&

人
!

血检阳性率为
<:$FG

$

HIJ= >""

%&

抗体阳性者全部进行了粪检
!

!

例检测到血吸虫虫卵
!

粪

检阳性率为
!:=>G

$

!JHI

%!

均来自于安徽省巢湖地区
"

固定监测点调查面积
%I":"< 6/

$

< 6/K<" """ @

!

%!

其

中
!

在江苏省金湖县施尖滩和高邮市新民滩
$

原血吸虫病流行区
%

发现有螺环境
!

处
!

钉螺面积分别为
!F F%"

@

! 和
<! """ @

!

!

两地共捕获活螺
<!=

只
!

解剖均为阴性
&

其它监测点均未发现钉螺
"

钉螺流动监测调查了

%=

个环境
!

共
!$%:!H 6/

!

查螺
I =$"

框
!

未发现钉螺
"

钉螺扩散监测共调查水上漂浮物
F "<I:% LA

!

查获

I<%

个其它螺
!

但未发现钉螺
"

稻草帘诱螺法诱获其它水生螺
I "%H

只
!

亦未发现钉螺
"

结论 潜在流行

区的人群中发现输入性血吸虫病患者
"

某些水利工程经过的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目前仍存有一定钉螺
!

存在钉螺扩散至潜在流行区的危险性
&

应长期和有效地监测血吸虫病潜在的传播因素
"

【关键词】 血吸虫病
&

潜在流行区
&

流行因素
&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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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自然因素的变化
!

如气候变暖
"

洪涝灾

害增加
!

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
!

增加了日本血

吸虫唯一中间宿主钉螺的传播和扩散风险#

<!!

$

%

气候

变化对血吸虫病传播因素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

例

如温度的变化可直接影响钉螺的生长
"

日本血吸虫

幼虫感染钉螺及其在钉螺体内的发育速度
!

湿度变

化可影响钉螺的生存繁殖和感染钉螺中尾蚴的逸

出#

$!=

$

&

生物学模型结合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的研究

证明
!

温度上升可能导钉螺孳生界线北移 #

>!?

$

!

特别

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

中线工程的
'

引江济汉
(

工程和安徽省
'

引江济淮
(

水利工程等的引水路线

大多途径血吸虫病流行区
!

很有可能为钉螺的扩散

提供途径
!

进而导致血吸虫病往北传播#

@

$

%

巢湖
"

洪

泽湖
"

三峡库区以及南水北调东线等地区的探索性

研究已证明
!

诸多自然与社会因素
!

特别是经济发

展所带来的流动人口
"

家畜交易
"

物流业的发展等
!

使得血吸虫病传染源
"

中间宿主和传播途径有着潜

在的发展空间
!

一些与血吸虫病流行区相毗邻的地

区成为新的钉螺孳生地带以及从非疫区成为血吸

虫病流行区的可能性增大#

A!#!

$

%

气候变化
!

特别是温度上升
"

降水增多等因素均

会影响钉螺的生长发育
"

日本血吸虫在钉螺内的繁

殖
!

从而导致传播的强度变化
"

传播地区变化以及传

播的危险度变化
!

使本来历史上没有钉螺的地区及

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形成适宜钉螺生长繁殖的敏感地

区
!

因而成为血吸虫病潜在流行的地区#

#

$

%

为了综合

评价气候变暖
"

大型水利工程等可能导致的血吸虫

病扩散流行的风险
!

进一步做好血吸虫病潜在流行

地区的监测工作
!

防止钉螺扩散与血吸虫病传播
!

我

国从
!&&@

年起在安徽
"

江苏
"

湖北
"

山东
"

重庆等省

)

市
*

开展了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监测工作
%

本文对

!&##

年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地区的监测结果进行分

析
!

旨在进一步指导血吸虫病监测和防治工作
%

!

对象和方法

!"!

监测点的选择与分布

选择江苏省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
"

淮河入江

水道和长江下游河口段的盱眙县
"

洪泽县
"

金湖县和

高邮市
&

湖北省紧邻三峡大坝的宜昌夷陵区
!

潜江市

的汉江流域
&

安徽省引长江水经巢湖入淮河的巢湖

市居巢区
&

山东省通江河道京航大运河的微山县
"

重

庆市长江三峡消落带较大的万州区
"

开县
!

共
=

省
##

个县
)

市
"

区
*

开展监测
%

其中高邮市
"

金湖县
"

潜江市

为血吸虫病传播阻断地区
!

其他县
)

市
"

区
*

均为历史

非流行区
%

监测点的地理位置基本上位于血吸虫病

流行区毗邻和
)

或
*

有水体密切沟通的区域
!

未来将

受水利工程和环境的影响明显
!

存在钉螺随水扩散

的危险
%

每个县
)

市
"

区
*

设
#

个固定监测点
"

$

个流动

监测点
!

开展血吸虫病传染源及钉螺孳生分布调查
%

!"#

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收集

收集潜在流行区气象
"

水文
"

地理环境
"

自然灾

害
"

经纬度与地图等自然因素信息
!

并对当地人口
"

主要生产生活方式
"

水利工程
"

人口流动
"

家畜交易

和航运情况等社会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
%

!"$

传染源监测

!"$!!

当地人群监测

每个固定监测点随机抽取
$&& " =&&

名
> " >=

岁的常住居民
!

采用间接血凝试验
)

2(-20,5) 6,B/C!

C9D)2(/)28( /11/E

!

'FG

*

进行血吸虫病血清学检测
!

血

检阳性者采用改良加藤法或集卵透明法
)

仅安徽
*

检

测确诊
%

调查人数不足者
!

从环境类型相同及地理位

置相近的行政村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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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监测

在每个潜在流行区对当地暂住流动人口
!

在调

查点内居住满
<

个月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员
"

和渔民

进行病情调查
#

方法同前
#

每个县调查样本量不少于

$&&

人
#

且至少抽取自
$

个不同的区域
$

!"#!#

家畜监测

对固定监测点和流动监测点本地家畜及引进家

畜进行查病
$

检查敞放的牛
%

羊
%

猪
%

马等家畜各
$&

头
#

不足
$&

头则全部检查
&

对当年自疫区购进的牛
%

羊
%

猪
%

马等全部进行病情监测
#

检查方法为先进行

血清学筛查
#

阳性者再进行塑料杯顶管法
!

一粪三

检
"

检查或直接进行塑料杯顶管法
!

一粪一检
"

检查
$

!"%

螺情监测

!"%!!

固定监测

每县选择
$

个通湖或通江的可疑环境
#

采用环

境抽样法在春季开展监测查螺工作
#

每处的监测长

度不得少于
< =>

$

!"%!$

流动监测

对各潜在流行区水域中的水体漂浮物采用网捞

法和稻草帘诱螺法
!

仅江苏监测点做
"

进行钉螺扩散

调查
$

另外在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和重庆万州
%

开县的

可疑环境开展环境抽查
#

并走访调查附近居民
#

了解

钉螺孳生分布情况
$

$

结果

$"!

基本情况

全国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监测涉及
?

个省
!

直

辖市
"

##

个县
!

市
"%

#@

个乡镇
%

!A

个行政村
!

居委

会
"&

共有
!@ BA$

户
#

人口数为
@@ BBC

人
#

其中常住

人口为
BA %B?

人
&

耕地面积为
$ &&A !C%

亩
&

主要经

济来源以农业与外出打工为主
&

主要经济作物为水

稻
#

主要耕作方式为机耕
&

住户以自来水作为主要饮

用水
&

厕所以室内简易厕所和无害化厕所为主
$

$

病情监测

$"!

流动人群监测结果

!&##

年按照潜在流行区监测方案
#

在湖北
%

安徽
%

江苏和重庆
%

省
#&

县
!

市
%

区
"

开展了流动人群的监测
#

统一按
'DE

筛查
? C&&

人
#

抗体阳性者
AB

人
#

血检阳性

率为
#:$@F

#

抗体阳性者全部进行了粪检检查
#

其中
!

人

为阳性
#

粪检阳性率为
!:?CF

#

均来自于安徽省巢湖地

区
$

因为山东省与血吸虫病流行区人员交往较少
#

地理

位置相对较远
#

所以未开展流动人口监测
!

表
#

"$

表
! !&##

年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流动人群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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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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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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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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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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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14 +/056 !&#$4 789:%&4 ;8:!

!"!

家畜监测

!&<<

年在湖北省潜江市
!

安徽省巢湖市居巢

区
!

江苏省高邮市和重庆市万州区开展了固定监测

点家畜的调查
"

共检查牛
!

羊和猪
!=$

头
"

均未检测

到阳性者
#

其余县监测点由于没有散养家畜或无家

畜而未开展该项工作
$

安徽巢湖市居巢区
%

湖北潜

江市
!

江苏高邮市和重庆万州区
!

开县开展了流动监

测点家畜调查
"

共调查本地及外地引进牛
!

猪
!

羊和

狗
!>=

头
"

未发现感染家畜
$

!"#

钉螺调查

!"#"$

钉螺固定监测

!&##

年
##

个县的固定监测点共调查
>&

个环

境点
"

面积为
%?&:&# 6/

&

# 6/@#& &&& A

!

'"

调查了

$# %%&

框
&

表
!

'"

其中
"

江苏省高邮新民滩涂深泓河

查出钉螺面积
#! &&& A

!

"

有螺
B

框
"

查获活螺
!$

只
(

江苏省金湖县淮河入江水道施尖滩查出钉螺面

积
!C C%& A

!

"

有螺
%C

框
"

查获活螺
#&!

只
(

解剖两

地
#!=

只活螺
"

均为阴性
#

!%#"!

钉螺流动监测

安徽省巢湖市
%

湖北潜江市
%

重庆的万州和开县

以及山东省的微山县分别对可疑环境进行了钉螺监

测
"

共调查了
%=

个环境
"

在
!$%:!B 6/

的面积上调

查了
? =$&

框
"

但未发现钉螺
#

!"#"#

钉螺扩散监测

在安徽省巢湖市
"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
"

江苏省高

邮
%

金湖
%

盱眙和张家港市
"

重庆市万州和开县以及

山东省微山县
"

对与血吸虫病流行区连通的水体环

境进行钉螺扩散途径调查和可疑漂浮物的监测
"

共

调查水上漂浮物
C &#?:% DE

"

查获
?#%

个其它螺
"

但

未发现钉螺
#

!"#"&

稻草帘诱螺

于
>

)

##

月分别在江苏省盱眙县马庄引水渠
%

金湖县金宝航道和高邮市大运河等
#&

个点采用稻

草帘诱螺法进行水体钉螺监测
#

共投放稻草帘
!>&

块
"

诱获其它水生螺
? &%B

只
"

但未发现钉螺
&

表
$

'#

#

讨论

!&##

年按照潜在流行区监测方案在
=

省
##

个

县
&

市
%

区
'

开展了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的监测
"

监测

范围涵盖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长江三峡库区
%

湖北省的

表
! !&##

年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固定监测点钉螺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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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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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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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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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水体诱螺监测

"#$%& ! =>0?,299/(5, 8@ 1(/291 /))0/5),- AB 025, 1)0/C 5>0)/2(1

2( D8),()2/9 ,(-,E25 /0,/14 !&##

汉江流域
!

江苏省的洪泽湖
!

安徽省的巢湖以及山东省

的微山湖地区
"

固定监测点中除在江苏的金湖县施尖滩

和高邮市新民滩
#

原血吸虫病流行区
$

发现有螺环境
!

处
%

钉螺面积分别为
!F F%" E

! 和
<! """ E

!

&

其它监

测点均未发现钉螺
"

对与血吸虫病流行区水体密切

相通水域的水体漂浮物进行监测
!

以及稻草帘诱螺

监测也未发现钉螺
%

但检获其它螺类或水生贝类
"

钉

螺监测结果显示
%

江苏省的淮河入江水道和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沿线的相邻地区
%

历史上曾经是血吸虫

病流行区
%

仍有一定数量的钉螺存在
%

目前虽未造成

传播
%

但随着水利工程的推进
!

经济贸易的活动以及

全球的气候变暖等
%

钉螺从这些地区扩散
!

向北延伸

至潜在流行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

由于自然环境的

改变是长期
!

渐进的过程
%

对这些地区影响血吸虫病

流行因素的监测也应是长期
!

持续的过程
"

前几年的

钉螺放养试验也表明钉螺可以在非流行区越冬并能

繁殖'

<$!<G

(

"

因此
%

为防止钉螺扩散而引起血吸虫病的

传播
%

应加强潜在流行区特别是传播阻断地区
!

与血

吸虫病流行区毗邻地区钉螺监测工作
%

特别是要加

强引起钉螺扩散的影响因素的调查工作
"

此次对湖北
!

安徽
!

江苏和重庆
%

省
<"

县
#

市
!

区
$

流动人群的监测结果提示
%

血检阳性率虽低
%

但

在安徽省巢湖地区发现
!

例血吸虫感染者
"

一例是

外来的慢性血吸虫病感染者
%

一例是常住的晚期血

吸虫病患者
"

巢湖周围历史上为血吸虫病非流行区
%

但几年的连续监测均在流动人群中发现有血吸虫病

患者
%

表明有异地输入性传染源存在于此地区 '

<!

(

"

引江济淮工程正经过此地区
%

如建成后
%

随着运水
!

调水的增加
%

尤其是采用自流倒灌的方式引水
4

可

能造成长江流域及工程沿线地区钉螺通过漂浮物携

带方式向巢湖地区扩散'

<<

(

&

同时现场放养实验表明
%

钉螺不仅可在巢湖地区生存
%

而且可以产卵繁殖
&

外

源性钉螺扩散加上输入性传染源很可能造成血吸虫

在当地的传播'

<!

(

"

因此加强对潜在流行区的重点人

员特别是来自疫区或传播季节到过疫区的人的监测

工作
%

同时普及血防知识
%

提高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工作十分必要
"

此次对安徽
!

湖北
!

江苏和重庆潜在流行区监测

点当地和引进家畜监测
%

虽未发现家畜感染
&

但资料

表明家畜交易的频繁特别是来自疫区的家畜的引入

作为主要传染源可能会引起血吸虫病的传播
%

因此

仍应继续保持对家畜传染源的监测工作'

<H!<I

(

"

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的监测具有前瞻性和长期

性
%

目前虽然生物
!

数学模型等已证明随着全球气候

变暖
%

钉螺面积将大幅增加
%

并可能导致血吸虫病向

北迁移
%

但模型的建立是基于某些假设条件
%

而这些

条件很容易受如气候敏感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不确

定性
!

气候变化增量趋势的不确定性
!

模型中参数变

异等影响而出现偏差'

<F

(

"

因此当前监测工作的重点

是通过长期有效的
!

实实在在的规范化监测数据来

校正和验证模型
%

加强和提高潜在流行区血吸虫病

流行因素的监测效率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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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题名和摘要的有关要求

题名应以准确
-

简明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
*

一般用短语
*

不用具有主
-

谓
-

宾结构的完整

句
.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

个汉字
.

如设副标题
*

可用冒号将副题名与主题名分开
.

题名中尽量避免使用非

公知公认的缩略语
-

字符
-

代号等
*

应使用原形词
.

论著类论文的摘要采用结构式
*

包括目的
%

CDE,5)2F,

$-

方法
G+,)68-

$-

结果
GH,1I9)1J

和结论
GK8(59I128(1L%

部分
.

目的必须明确
/

方法描述要具体
-

详细
-

清楚
*

如果有随机分组必须交代随机的方法
/

结果中要给出关

键性或主要的数据
*

百分率后要在括号中给出具体的数值比
/

结论要与目的呼应
*

必须是从该文的结果中推

导出
*

不能把与结果无关的内容写到结论中
.

摘要采用第三人称撰写
*

不列图
-

表
*

不引用文献
*

不加评论和解

释
.

英文题目和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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