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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江宁区
!&&$

#

!&?!

年江滩地区血吸虫病综合治理的效果
$

方法 收集
!&&$

#

!&?!

年江宁区沿江流行区血吸虫病疫情资料及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情况资料
%

分析比较血防综合治理前后

血吸虫病病情
&

螺情变化情况
$

结果 江宁区沿江江滩地区通过近
?&

年的综合治理
%

居民的血吸虫感染

率逐渐下降
%

!&&$

年为
&=@AB

%

!&&'

年后未再发现粪检阳性患者
'

家畜感染率也逐渐下降
%

!&&$

年为
&='&B

!

%C'A?

"%

到
!&&A

年沿江地区的所有耕牛被淘汰
'

!&&$

年钉螺面积为
? &D% E0

!

? E0F#& &&& 9

!

"%

钉螺密度

为
#=G%

只
C&=# 9

!

'

阳性螺面积
!A@ E0

%

!&#!

年钉螺面积和钉螺密度分别为
%AG E0

和
&=&#

只
C&=# 9

!

%

较

!&&$

年分别下降了
G!=@%B

和
@@=$GB

%

!&&@

年起未再发现感染性钉螺
$

结论 通过血吸虫病综合治理
%

江宁区沿江江滩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已处于较低流行水平
%

但仍需加强监测
%

巩固防治成果
$

!'()$

江滩型流行区
'

血吸虫病
'

综合治理
'

效果评估
'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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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京市江宁区江滩地区
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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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

南京
%

南京市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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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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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位于长江下游江苏段最上

游
%

历史上曾为血吸虫病重流行区
%

丘陵
&

内陆和江

滩
$

种流行类型并存
%

全区曾有流行村
%%

个
%

历史

累计钉螺面积
!$ @D$ E0

!

# E0F#& &&& 9

!

"%

累计患者

#! #G&

例
$

其中
%

沿江地区为血防工作的重点
%

!&&$

年江滩地区有螺面积占全区有螺面积的
@D='B

%

全

部阳性钉螺
&

患者和病畜均集中在该区域
$

!&&%

年

以来
%

按照江苏省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要

求
%

江宁区全面落实
*

预防为主
&

标本兼治
&

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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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的血吸虫病防治
!

简称血防
"

工作方针 $

>!!

%

&

实施

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 $

$

%

&

疫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
&

取得了显著的防治成果
'

为科学评价该

区沿江地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
&

对江宁区

!&&$

(

!&#!

年来的该区域的防治资料进行了整理

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

内容与方法

!"!

沿江地区基本情况

!&&$

年
&

江宁区沿江地区有血吸虫病流行村
?

个
&

流行村人口数
#=?$

万人
&

有耕牛
'@#

头
&

人群血

吸虫感染率为
&=A@B

&

牛感染率为
&='&B

)

钉螺面积

为
> &?%=! C0

&

主要分布在沿江堤的
>? D9

的江滩和

长江中的
'

个洲岛洲滩
'

!"#

综合防治措施

!"#"!

耕牛综合管理

主要措施有禁止在有螺环境放牧
*

反复查治耕

牛
*

以机代牛等
'

!"#"#

人群化疗

每年用胶体染料试纸条法进行人群血吸虫感染

筛查
&

阳性者再用粪孵法进行粪检
&

对查出的粪检阳

性者采用吡喹酮进行规范治疗
'

对因生产
*

防汛
*

渔民

等接触疫水的重点人群进行扩大化疗或预防服药
'

!"#"$

改水改厕

对沿江居民推行安装自来水等安全用水工程
&

建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或沼气池厕所等进行粪便

管理
'

!"#"%

综合治理有螺环境

联合水利
*

农业
*

国土
*

卫生等多部门
&

实施有螺

环境综合改造灭螺工程
'

对适合条件的沿江有螺通

江河道
&

采用水泥硬质化护坡
*

有螺洲滩实施开挖鱼

池
*

垦种等灭螺工程综合改造措施
'

!"#"&

药物灭螺

每年对沿江地区有螺环境进行药物灭螺
&

对近

$

年查出有阳性钉螺的江滩
&

春秋季各灭螺
! " $

次
&

其余有钉螺环境
&

春秋季各灭
>

次
'

灭螺方法采

用氯硝柳胺药物喷洒
*

喷粉
*

浸杀法等$

%

%

'

!"#"'

其它措施

根据省血防中长期规划等要求
&

实施重点村综

合治理$

>!!

%

*

重点水域预警监测$

E!'

%

'

落实渔
*

船民等水

上作业人员管理措施
&

建立渔
*

船民查治病信息挡

案
&

设立流动船民血吸虫病查治点
&

在休渔期或在感

染季节后集中组织渔
*

船民查治血吸虫病
'

对重点人

群进行健康教育等
'

!"$

疫情调查方法及防治效果考核指标

!"$"!

居民病情调查

结合国家血吸虫病监测点工作$

@

%

&

每年对
E " 'E

岁的居民进行血吸虫感染情况检查
&

方法同
$

>=!=!

%&

以粪检阳性者统计居民血吸虫感染率
'

!"$"#

螺情调查

每年春季对历史有螺环境和可疑环境采用系统

抽样结合环境抽查法进行查螺
&

查获的钉螺全部采

用压碎镜检法检查血吸虫感染情况 $

%

%

&

统计指标有

各调查环境的有螺面积
*

阳性螺面积
*

活螺密度及阳

性螺密度等
'

!"$"$

家畜病情调查

秋季对散养家畜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进行查

病$

%

%

&

统计家畜血吸虫感染率
'

!"%

资料管理和统计学分析

对所有疫情数据和防治工作资料均进行电子化

管理
&

并逐步建立血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A

%

'

监

测数据采用
F/FF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防治对策实施情况

#"!"!

常规防治措施实施情况

!&&$

+

!&#!

年
&

江宁区沿江有螺环境每年开

展的药物灭螺覆盖率均为
#&&B

&

!&&%

年灭螺面积为

!@?=%@ C0

&

!&&E

+

!&#!

年累计药物灭螺
? #E?=&& C0

'

累计化疗粪检阳性患者
E&

人
&

累计扩大化疗及预防

服药
! '#&

人次
'

共累计治疗和扩大化疗耕牛
# E?&

头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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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江地带流动人员集中的地方设立血防哨卡

!

个
#

在沿江的船厂
$

码头
$

企业内部设立联络员
#

建

立信息互通机制
%

以进学校企业开展讲座
$

现场宣

传
$

播放宣传录像
$

墙体标语
$

警示牌
$

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

宣传画等方式进行血防健康教育
%

!&>&

&

!&#!

年
#

在沿江重点水域设立了监测预警点
?

个
#

在血吸虫病流行季节
#

采用哨鼠法监测水体血吸虫

感染性
5

结果未发现阳性
%

!"#"!

综合治理措施实施情况

!&&?

年起
#

江宁区结合省级重点村综合治理项

目
#

在沿江地区实施
'

牛羊淘汰
#

家畜圈养
(

等传染源

控制工程
#

由街道动物疫病防治站
$

村委会及农户等

$

方签定协议
#

按淘汰每头牛
! &&&

元标准补助给养

殖户
#

累计淘汰耕牛
'@#

头
5

至
!&&@

年底沿江地区

淘汰了所有耕牛
%

!&&'

年和
!&#!

年分别完成区内江宁河和和尚

港的水泥护坡灭螺工程
#

至此
#

沿江地区所有的通江

河道均已实施水泥护坡
%

!&&$

&

!&&A

年区农业部门

完成了新济洲
$

新生洲等有螺洲滩的高圩垦种
$

开挖渔池等
#?

项环境改造灭螺工程
#

累计改造环

境
# &$'=&& B0

#

共消灭钉螺
?@$=A& B0

$

占
!&&$

年有

螺面积的
?!=A%C

%

到
!&&@

年底
#

江滩地区居民改水改厕率均为

>&&C

%

自
!&&@

年起
#

实施渔船民血防综合防治措

施
#

在渔船民集散地修建无害化公厕
D

座
#

向当地渔

民免费发放移动式粪便收集器
!D!

只
%

!"!

疫情变化情况

!"!"$

居民病情变化

!&&$

&

!&&?

年
#

江宁区沿江地区累计检查居

民
>? $%A

人
!

次
"#

共发现粪检阳性者
?&

人
!

次
"#

逐年的人群血吸虫感染率分别为
&=A@C

$

&=>@C

$

&=&@C

%

!&&'

&

!&>!

年江滩地区共检查居民
%& &'>

人
!

次
"#

发现血检阳性
D%!

人
#

未发现粪检阳性者

!

图
>

"%

!%!"!

江滩螺情变化

!&&$

&

!&>!

年
#

沿江地区累计查螺
!$ AA! B0

#

累计捕捉钉螺
>A? !>!

只
#

累计发现阳性钉螺
!%?

只
%

!&&$

年
#

沿江有螺面积为
> &D% B0

#

钉螺密度

!

$ !&&$

&

!&>!

年江宁沿江地区人群血吸虫

感染率和血检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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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M&=> 9

!

)

阳性螺面积
!@A B0

%

!&&A

年起沿江地

区未再发现阳性钉螺
#

!&>!

年钉螺面积和钉螺密

度分别降为
%@? B0

和
&=&>

只
M&=> 9

!

#

较
!&&$

年分

别下降了
?!=A%C

和
AA=$?C

!

表
>

"%

!%!%)

耕牛病情变化

!&&$

&

!&>!

年
#

沿江地区累计检查耕牛
> D$?

头次
#

累计查出粪检阳性耕牛
'

头
%

其中
#

!&&$

年和

!&&%

年耕牛血吸虫感染率分别为
&='&C

!

%M'@>

"

和

&=$%C

!

!M?D>

")

!&&?

&

!&&@

年共查耕牛
?D$

头
#

未

查到粪检阳性耕牛
)

!&&@

年以后沿江地区的耕牛全

部淘汰
%

)

讨论

!&&$

&

!&>!

年江宁区沿江地区疫情变化显示
#

通过实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措施
#

该地区的

人群及家畜血吸虫感染率
$

有螺面积
$

阳性螺面积呈

逐步下降趋势
#

血吸虫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

!&&'

年起江宁区沿江地区未再发现粪检阳性者
#

!&&@

年

以后沿江地区耕牛被淘汰
#

!&&A

年以后未查到阳性

钉螺
#

表明该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已呈低度流行状

态
%

根据江宁区沿江地区现状
#

沿江岸居住的居民

多数已进入城镇居民小区
#

当地居民接触江水的机

会较少
#

但随着沿江开发区规模的不断扩大
#

在沿江

地区活动的流动人员逐渐增加
#

查治病重点转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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