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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农村中小学生集体驱虫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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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肠道蠕虫病防治工作，达到 《全国学 中、小学生受检人数分别为952人及 l 250人，感染者分别

生常见肠道蠕虫感染综合防治方案》标准及广东省的有关要 为574例及901例.总感染率分别为 60. 29 及 72.08V,

求.在广东省学生肠道蠕虫感染综合防治专家指导小组的指 其中蛔虫、鞭虫、钩虫感染中学生分别为348例((57. 56筑)、
导下。作者于1993-2000年对茂名市农村中小学生进行集 100例 ((10.500v)和45例 ((4.73X)，小学生分别为838例

体驱虫及其效果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67.04"/0), 161例(12.88%)和42例(3.360 -总感染率
    对象与方法 为66. 98%，其中蛔虫、鞭虫和钩虫感染率分别为62. 94环、

1 服药对象与时间 以1993年茂名市农村中、小学生肠道 11.85 和3. 95 。小学生的总感染率高于中学生 (丫!
蟠虫感染本底调查结果为依据，1993-1995年和1997--     33.76. P<0.01).蛔虫感染率也高于中学生(r=20.71. P
200。年共 7年间。于每年4-5月和 11-12月集体驱虫 <U. 01 )，而鞭虫、钩虫的感染率与中学生无显著性差异 (才

各I次。 = 2. 86:万-2.58, P均>0.05);不同性别间肠道擂虫感染

I 药物及方法 复方甲苯咪哇片(陕西汉江制药厂生产，批 率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刃--0.28, P>0.05),

号，9910074)，每片含甲苯咪哇100 mg及左旋咪哇25 mge
先在一所学校试用，>7岁学生每晚饭后1次顿服2片。感 2 集体驱虫效果 1993̂ 1995年连续3年集体驱虫，总感
染钩虫者每天服3次，每次1片，连服2天。结果无不良反 染率从1993年的“.98肠降至1995年的21. 14 .下降

应 之后，在全市农村中、小学开展集体驱虫。 67. 32 Vc (刃=957.55, P<0.01)0 1996年驱虫工作停顿1
3 监测方法 以1993年农村中小学生肠道蠕虫感染本底 年，肠道蠕虫总感染率有所回升，1997年总感染率比1995

调查资料为基线资料，以后每年10-11月进行一次驱虫效 年高(r=48.42, P<0.01)0 1997--200。年继续集体驱虫，
果监测 随机抽取我市农村不同地域的小学、中学各一所为 其总感染率逐年下降，200。年比1993年下降了78. 64洲(才

不定期监测点，监测点各类学生人数的比例与1993年接近。 =1 802.17, P<0.01);作为方案规定的控制指标蛔虫的感

采用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镜检有虫卵者为阳性。 染率从 62. 94%下降到9.56%，下降了79. 22沁 (才=

    结果与分析 1661. 38. P<0.01)(附表)

1 本底调查结果 1993年集体驱虫之前进行本底调查

                                    914盛 1993一  2000年茂名市农村中小学生冀虫效果监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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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1993年我市农村中小学生肠道蠕虫感染本底调查，结

果表明比较严重.且以姻虫感染为主。小学生感染率高于中

学生，男、女学生感染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本结果与文献报

道一致一〔 通过了年集体驱虫.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总

感染率已接近“方案”中规定的控制目标 表明驱虫效果显

著 但姻虫感染率离“方案”要求有一定差距，需继续做好综

合防治工作。监测结果还表明，一旦停止每年 2次集体驱

虫.感染率即回升 我市农村中、小学校卫生设施较差、农村

大部分厕所未进行无害化处理，极易感染肠道蠕虫，特别是

蛔虫萦殖力强、污染面广 若未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

惯，虫卵易经口重复感染。要坚持每年2次集体驱虫，卫生、

教育部门需加强卫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不断提高学生自

我保护意识，尽快使我市中小学生肠道蛾虫感染率达到国家

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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