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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省甘孜州棘球蚴病流行病学特点
!

为改进棘球蚴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使

用
9+995:7"

和
;<( ()=0$7>

软件
!

对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
!?"%@!?##

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棘球蚴病疫

情数据和监测数据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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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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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牧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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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
5A

个县均有病例报告
!

病例分布乡镇占总乡镇的
%%7AF

#

!5CD$!>

$!

以牧区和

半农半牧区为主
!

石渠
&

色达
!

个牧业县报告病例占总病例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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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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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年龄
5

岁
!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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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平

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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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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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占
AG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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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IA :$:

$%

男女性别比为
# ! #B#:

!

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

!"EBE#

$%

!E##

年儿童血清学阳性率
$BEF

#

#!%IG !$#

$

及牲畜内脏棘球蚴病阳性率
##B#F

#

G:%IG G%>

$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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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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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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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所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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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犬粪抗原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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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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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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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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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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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四川省甘孜州的棘球蚴病流行依然严重
!

须进一步加大

综合防控力度
!

以减轻和遏制棘球蚴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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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球蚴病是由棘球绦虫幼虫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

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

呈全球性分布 "

5!$

#

!

严重危害民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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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

为中国西北部广大农牧区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

#

$

四

川省甘孜州部分县囊型和泡型棘球蚴病高度混合流

行
!

在国内外棘球蚴病流行区中极为罕见"

%

#

$

自
!""%

年实施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资金棘球蚴病防治项目

以来
!

农牧民患棘球蚴病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

为进一步掌握棘球蚴病流行特点
!

为改进防控策略和

措施提供依据
!

现将
!""%;!<55

年疫情分析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患者和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

理系统和棘球蚴病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资料
$

儿童感

染
%

牲畜患病和犬粪检测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甘孜州及

各县棘球蚴病监测资料
$

"

统计学分析

从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下载数据
!

剔

除删除病例和重复报告病例
!

核对整理后用
=+==

5>7<

和
?@( ()A0$7: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病例的地区

分布按报告病例现住址
!

患病率按当年患者数除以同

期该州的常住人口数计算
!

两个率的比较使用卡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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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度间阳性率的变化使用线性趋势卡方检验
$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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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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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荣县
24-0):

5 " " " " " 5 "7" !% !"F $7F

乡城县
R(,):@'4):

" " 5 " " " 5 "7" $$ 5%F $7"

不详
Y/'4-.

" 5 " 5 " 5 $ "7"

合计
D0/,1

$GJ ! 5EH $ GH$ HE$ 5 EJH 5F" F E$E 5"" 5 "E5 FG" F5F7G

表
% !""#$!"%%

年四川省甘孜州棘球蚴病例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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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2(. *3)4 !"5$

!

6017 $5

!

807$

注
! "

!

"

无相关数据
#

!"#$

$ "

!

"

)0 -41,/49 9,/,7

讨 论

疫情分析结果显示
!

!""%:!;;<

年
!

棘球蚴病报

告病例迅速增加
#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

年启动了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资金棘球蚴病防治项

目
!

!;;=

年启动了四川省富民安康工程棘球蚴病防治

项目
!

随着项目推进
!

人群查病力度得到了加强
#

!;;<

年后
!

患者筛查工作逐步由患病率高的牧区
%

半

农半牧区扩大到患病率低的农区和城镇
!

发现病例的

地理范围逐年扩大
!

而发现和报告病例数则有所下降
#

>%7;?

的病例来自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牧民
%

农

民和学生
#

由于甘孜州经济基础薄弱
!

而犬为落后的

传统放牧方式所必须的生产工具
!

狼
%

狐
%

鼠兔和田

鼠等小型啮齿动物分布广泛
%

种群数量大
!

棘球绦虫

感染率高&

=@>

'

!

大量的含棘球绦虫虫卵粪便污染水源
%

居民生活区
%

草原和周边环境
!

加之牲畜屠宰缺乏卫

生管理
!

病畜的内脏随意丢弃喂犬
!

落后的生产方式

造成了棘球蚴病在牲畜和小型啮齿动物间的循环
!

从

而导致了传染源的持续存在
(

同时
!

文化
%

医疗卫生

发展滞后
!

牧区民众文化素质低
!

饮生水
%

进食前不

洗手
!

用病畜内脏喂犬
%

与犬嬉戏玩耍等高危行为

多
!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

增加了被感染的危险性&

5;A55

'

#

这也是石渠
%

色达两个国家级重点贫困牧业县棘球蚴

县名
&03)/B

!;;%

年
!;;% B4,-

!;;=

年
!;;= B4,-

!;;<

年
!;;< B4,-

!;;>

年
!;;> B4,-

!;5;

年
!;5; B4,-

!;55

年
!;55 B4,-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监测数
807 0C

/4./49

阳性率
+0.(/(D4

E?

石渠县
F'(G3

HI5 !=7I H$= 5<7I 5 <;5 HI7$ H >!> H;7% 5 $H! 5<7$ 5 5H> 5>7<

色达县
F49,

5I> H;7$ $>! >7! 5 !=< !I7; ! ;=$ $57I >;= 5=7H <$% 5<7!

白玉县
J,(B3

<= II7! #<# !=7# =H< $H7% # %;= !!7# >$= #=7= <HI #>7H

甘孜县
K,)L(

: : HH= $>7H HI! !<7$ H!% !H7; # #<% #;7I # #I; !H7I

新龙县
M()10)N

>< $I7= 5<5 5<7< !5= 5%7% !>> !"7H 5 "5% !H7< >%> !$7=

丹巴县
2,)O,

: : !%< 5H7> $<I !=7I $<$ $>7H <I> 5"7= <>> >7!

道孚县
2,0C3

: : 5>> H!7= !"$ !I75 =>% 5I7> 5 5=> 5!7! 5 $HH 5%75

康定县
P,)N9()N

: : <" !<7< <" 5$7< >$% 5%7% 5 5>H !57H 5 ">% 5$7<

九龙县
*(310)N

: : H5 5>7I H" 5=7I >" $%7= H>I 5I7" =>5 I7>

泸定县
Q39()N

: : !" $"7" !" $"7" !"< !>7H II% 5>7% !"" %7"

得荣县
24-0)N

: : !H! !H7" !H5 5I7< $>% !<7> H$% 557> I<< 5!7!

巴塘县
J,/,)N

>< !"7H !"" 5<7" 5 5<" 5<7% 5 !I% $"7< ><< 5"7! >!= !"7>

理塘县
Q(/,)N

!%! $H7H !"" !$7" 5 =$I $%7I $ I=$ $57% 5 !<> !57$ 5 5<< $!75

稻城县
2,0R'4)N

: : !>% !!7% !<5 !>7I $5= 5=7< %II 5=7> =>> !!7$

乡城县
M(,)N

R'4)N

: : <" 5!7I <" 557$ !H< $H7H I>= !%7I I>I 557>

德格县
24N4

!"% !H7$ !!" 5"7I %5= HH7= 5 >I< 5%7% 5 !$> !=75 ><H I%7$

炉霍县
Q3'30

: : !"" 5=7I H<= HH7H >"I $!7" <>% !"75 =>$ $57>

雅江县
S,T(,)N

: : 5"= 5!7! %$ 5>75 H"" >7" >5" !575 >H% !<7"

合计
U0/,1

5 $%5 $57= $ =>5 !57< > >"< $!7% !" <"" !>7H 5% %<5 5<7! 5% ">> !57>

表
% &''()&'**

年四川省甘孜州棘球蚴病犬粪抗原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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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2(. *3)4 !"5$

!

6017 $5

!

807$

病患病率高
"

囊型与泡型高度混合流行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有必要重点加强牧区
"

半农半牧区健康教育与

传染源控制措施
!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

阻断传播途

径
!

遏制和减轻棘球蚴病的危害
$

疫情数据显示
!

甘孜州棘球蚴病患病人群主要集

中在
!"!%"

岁年龄组
!

占全部病例的
9:7$;

!

平均

年龄
:#

岁 %

<

&

!

严重影响青壮年身体健康
!

造成了劳

动力的重大损失
!

制约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

同

时
!

累计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
!

并随年龄的增长
!

差

距也逐渐增大
! '

:=!

(

组后逐渐缩小
!

到
'

%=!

(

组逐渐持平
!

这可能与女性在社会生活
"

生产活动中

所承担的工作内容有关%

5!

&

$

!=55

年犬粪抗原阳性率与
!==>

年全州启动棘球

蚴病防治项目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且除个别县外
!

阳性率年度间起伏较大
$

这可能与目前犬快速诊断方

法敏感性
"

特异性%

9

&和稳定性不理想
!

各县年度间犬

驱虫效果参差不齐
!

犬粪样采集存在一定抽样误差有

关
$

同时也提示
!

传染源控制效果不容乐观
!

传播途

径尚未得到有效阻断
!

所以应进一步加强犬的管理和

驱虫
$

棘球蚴病是四川省甘孜州高寒牧区群众生产
"

生

活过程中造成的独特的社会病
!

流行因素复杂
!

具有

'

分布广
"

危害重
"

防治难
(

的特点
!

必须切实加强

政府领导%

$

&

!

落实部门职责
!

深化部门合作
!

坚持预

防为主
!

治病
"

治穷
"

治愚相结合
!

以加强健康教

育
"

控制传染源
"

阻断传播链为主线
!

走综合防控之

路
!

促进健康生产生活方式形成
!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

和减轻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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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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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进行了精心指导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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