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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寄生虫病研究尧 防治在中国的发展和对现状的思考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袁 西方若干著名的热带医

学尧 寄生虫学学者先后来到中国袁 进行寄生虫调查袁
其中包括 Patrick Manson袁 O.T. Logan袁 Ernest Faust袁
Norman Stoll等遥 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袁 也为培养
中国的寄生虫学人才做了有益的工作遥 至 20世纪 40
年代末袁 我国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寄生虫学家和高级
技术人员袁 并对若干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和局部防治
做了许多探索和试验遥 然而袁 在 50年代中期以前袁
并没能形成有规模的寄生虫学专业队伍袁 更无力开展
面上的防治工作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 党和政府对若干危害最甚的寄生

虫病给予了高度重视袁 并对寄生虫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组
织了集中培训遥 有了一支基本的骨干队伍并设定了明确
的防治目标和策略以后袁 半个多世纪来袁 对重点寄生虫
病的防治与研究均获得了显著成绩遥 但是袁 除淋巴丝
虫病外袁 我们并未能真正控制这几种疾病的流行咱1暂遥
血吸虫病的情况已为人所共知遥 最终消除湖沼地

区和大山区血吸虫病的目标袁 不会是短时期内能够达
到的遥 疟疾在全国许多地区的猖獗流行已经得到有效
遏制袁 总体发病率显著下降袁 但局部的暴发流行从来
没有停止过遥 2005年的报告表明袁 云南尧 海南两个
野传统冶流行省的疟疾形势尚难根本改观袁 安徽省的发
病人数却首次超过云南袁 占全国第一位遥 黄淮平原疟
疾流行的上升态势再次引起人们的警觉咱2暂遥 内脏利什
曼病则呈现了不同的局面遥 东部平原地区有效控制内
脏利什曼病的成就曾极大地鼓舞了政府部门和专业工
作人员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至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袁
中西部每年 300例左右的报告病例数似乎让不少人以
为可以高枕无忧了遥 于是袁 防治队伍在慢慢消失袁 病
人数和中部山区的病犬数则开始上升遥 据报道袁 只在
新疆喀什地区袁 2001-2003年间每年有记录的病人数即达
200~300例袁 甚至更多遥 而 20世纪 70-80年代的有
效防治曾使该地 1989年的新发病数降至 11例咱3暂遥
从预防尧 诊断和治疗等技术角度看袁 依靠已有的

传统手段已经不难达到控制这些疾病的目的袁 但许多
地方病的流行又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环
境尧 生态等因素密切相关袁 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显然是

不够的遥 决策者尧 专业人员和地方官员等需要有长期
作战的清醒认识遥
我们面临的问题远不止此遥 其他许多种广泛流

行尧 危害严重的寄生虫病的防治起步不久袁 有些尚未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行动规划遥 人兽共患寄生虫
病和食源性寄生虫病是其中突出的例子遥 西北地区广
为流行的细粒棘球蚴病和多房棘球蚴病渊包虫病冤对人尧
畜危害极为严重袁 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袁 防治难度很
大曰 而且袁 棘球蚴病是缺乏真正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手
段因而需要更多研究投入的少数寄生虫病之一遥 近些
年来袁 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华支睾吸虫病和带绦
虫病在有些流行区有明显上升咱4暂遥 广州管圆线虫病的
几次暴发则给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遥
世界卫生组织将热带病渊主要是寄生虫病冤控制列

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袁 并通过决议将淋巴丝虫
病尧 盘尾丝虫病尧 美洲锥虫病和麦地那龙线虫病列为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或消灭的目标疾病遥 中国在寄生虫
病研究与控制方面的成就已经并应该继续在发展中国

家中发挥重大的影响遥
2 寄生虫病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隐忧

为了了解国内外若干重要寄生虫学与热带医学期
刊录用科学论文的动向袁 笔者对 2006年发表的论著
作了粗略的分类统计袁 结果引人深思遥
涉及的有 3份主要的本国杂志和 4份国内同行所

熟知尧 也是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杂志遥 除了作为主体
部分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尧 防治策略与干预研究尧 药
物试验与治疗尧 临床研究尧 诊断尧 传统生物学尧 传病
媒介尧 以及社会行为学等以外袁 笔者关注的主要是袁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报道在所有论

著中所占的比例遥 结果显示袁 国内主要寄生虫学与人
兽共患病两份杂志所刊登的细胞分子生物学论著分别
占 57%和 60%曰 一份疾病野防治杂志冶也占 26%遥 反
观国际杂志袁 此类高新技术的研究报道所占的比例显
然较国内刊物要低遥 野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杂志冶尧
野渊英国冤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会刊冶以及野东南亚
热带医学与公共卫生杂志冶 分别只占 11%尧 6%和 7%遥
着眼于基础和应用寄生虫学尧 以学科发展为宗旨的 野国
际寄生虫学杂志冶 则占 53%遥 差别不仅在数量上袁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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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深度上遥 除理论上的发展外袁 上述国际杂志所刊
载的分子生物学论著中有一部分已经到了实际应用或试
用的程度袁 几乎看不到某寄生虫某基因的克隆与表达这
样的野初步研究冶袁 而后者却是国内部分期刊所常见的遥
笔者并无贬低细胞分子生物学的意思袁 也没有批

评国内期刊的动机袁 这主要可能不是刊物本身造成
的遥 创新性是科技发展的生命遥 即便是在实用性很强
的寄生虫病防治研究领域袁 也应该有一定的力量去跟
踪国际高新技术的发展袁 并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袁 力
争将研究成果用于实际遥 人们有理由期望高新技术会
给疾病控制带来突破遥 问题在于袁 作为一个面临巨大
疾病负担的发展中国家袁 中国有着大量急需解决的防
治实际问题袁 人们更多期待的是以常规手段为主的科
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尧 新形势下的防治策略与措施尧 临
床实践尧 以及发病学尧 生物学诸多方面的研究报告遥
如果我们把有限的人力尧 财力过多地集中于 野分子水
平冶袁 其中还不乏低水平的重复袁 不仅不符合我们的
国情袁 也会对科技队伍渊尤其对青年工作者冤造成误导遥
当然袁 为保证专业期刊更合理的论著结构袁 也要注意
提高科技人员的研究水平和表达能力遥 有些现场研究
报告之所以不被刊物接受袁 可能与其选题缺乏新意尧
设计不够科学尧 方法过于陈旧尧 或是不善于组织尧 表
达等问题有关遥
曾任世界上最早创建的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

长多年的 Maegraith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强调现场
的重要性院野我们对热带地区的影响力必须就在热带地
区冶遥 前不久袁 该校 Barnish等明确表达了对现状的担
忧院野现在十分令人关切的是袁 许多耶传统爷的寄生虫学
家已经或正要退休袁 似乎没人想到要接替他们遥 随着
时间的推移袁 问题愈益严重曰 很快将没有具备必要技
能和基础知识的教师以传授他们全面的现场经验尧 指
导学生如何完成基本但重要的诊断操作袁 如血涂片尧
粪便标本的检查等冶遥 并指出袁 这几所著名的学院对
野高深研究冶变得如此关心以致忽视了他们的第一要务袁
即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袁 并使受培训者有足够的现场经
验袁 使教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和需求咱5暂遥
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对热带病研究与教学能有如此

清醒的认识袁 对我们无疑是一种启示遥 其实袁 发展中
国家的不少寄生虫学家对 DNA探针尧 PCR等新技术
也并不排斥袁 但认为它们尚野不适用于资源贫乏国家
的实验室冶咱6暂遥
笔者对野传统冶手段的理解袁 是指在长期实践中为

寄生虫学界所广泛采用并认可袁 并在寄生虫病控制中
证明可靠尧 有效尧 可行而又不需特殊尧 昂贵条件的诊
断尧 预防尧 治疗以及防制措施袁 例如各种成熟的病原
学检测等遥 同样袁 野传统冶寄生虫学家或昆虫学家通常

以已有的知识和较多的常规手段为基础开展工作袁 并
探索未知遥 在高新技术变得甚为热门的同时袁 中国的
野传统冶 寄生虫学尧 昆虫学队伍实质上处于萎缩状态遥
试想袁 对已知的寄生虫和传病媒介都不能有效识别尧
对野未知冶的又缺乏必要的技术储备袁 我们如何持续实
施现行的防治规划袁 更何以指望应对野罕见冶寄生虫感
染或可能突发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浴
传统技术在寄生虫病控制中起过甚为关键的作用袁

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重要功效遥 必须纠正鄙
薄传统的倾向遥 即便对于已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的淋巴
丝虫病袁 我国的科技人员是否还需要继承两种微丝蚴的
检查和鉴别技术呢钥 回答是肯定的遥 不仅如此袁 我们还
应该进而掌握盘尾丝虫病和罗阿丝虫病的病原学诊断方

法袁 因为这几种丝虫病还在许多国家严重流行遥
一位曾经负责美洲锥虫病防治规划的巴西学者说

过袁 野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对已知的和已学到的东西
加以利用袁 我们将陷千百万人民于疾病尧 贫困和痛苦
之中遥 这不合伦理道德袁 我们将因此而逃避我们的科
学和社会责任袁 并应该感到羞耻遥 冶咱7暂这些话对我国同
行同样很适用遥
如何传承野传统冶寄生虫学并实践于疾病控制袁 已

是迫在眉睫遥
致谢 邓达研究员阅读此文并提出修改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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