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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掌握血吸虫病流行动态及影响因素袁 预测流行趋
势袁 为制定防治对策及评价防治效果提供科学依据袁 根据 叶全
国血吸虫病监测方案曳 要求袁 2006 年选择南京市高淳县阳江
镇杨家湾村尧 栖霞八卦洲街道七里村尧 江宁区新济村等 3个村
为血吸虫病国家监测点袁 开展有关人群和家畜血吸虫病监测工
作袁 结果报告如下遥

1 基本情况

3个监测点中袁 新洲村尧 七里村均为江滩亚型袁 杨家湾村
为水网亚型遥 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程度袁 七里村为疫情控制村袁
新洲村和杨家湾村均为传播控制村遥

2 调查内容与方法

2.1 人群病情监测

2.1.1 居民查病 2006年 10耀11 月对监测村内逸6周岁的常
住居民和外来流动人群渊进入监测区内的渔船民等冤进行血吸虫
感染情况调查袁 进行间接血凝试验渊IHA冤袁 阳性者再粪检渊一
送三检袁 Kato鄄katz法冤遥 要求应检居民的血清学检查率与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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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4/3 053冤曰 流动人群 IHA阳性率为 10.80%渊7/65冤袁 粪检阳性率为 0渊0/7冤遥 家畜粪检未发现阳性感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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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的粪检受检率均不低于 90%遥
2.1.2 急性感染和晚期患者调查 对监测村内当年发生的急性

血吸虫病患者尧 新发现的和现存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进行个案
调查遥
2.2 家畜病情监测 2006年 10耀11月袁 在监测点内袁 收集放
养的牛和羊等家畜粪便袁 采用粪便孵化法进行血吸虫感染情况
调查遥 对外来引进的牛尧 猪和羊等家畜及时进行监测查病遥 检
查方法采用塑料杯顶管粪便孵化法渊一粪一检冤遥
2.3 螺情监测 2006年春季在每个监测村进行 1次全面的螺
情调查袁 调查范围包括历史有螺环境尧 复杂环境尧 可疑环境
等遥 调查采用分环境系统抽样法结合环境抽样法遥 江湖滩地区
采用 20 m伊20 m系统抽样法查螺曰 水网型地区以框距为 5 m进
行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法查螺遥 查获钉螺全部采用压碎镜检
法观察感染血吸虫情况遥 每个查螺环境用 GPS测量袁 记录经
纬度袁 根据调查结果绘制螺情分布图遥

3 结果

3.1 人群感染情况 3个监测点共血检常住居民 3 053人袁 阳
性 307例袁 血检阳性率杨家湾村为 4.01% 渊40/997冤尧 七里村
为 12.60% 渊151/1 198冤尧 新洲村为 13.52% 渊116/858冤遥 对 307
例 IHA阳性患者进行粪检袁 除七里村 4例阳性 咱校正阳性率
为 0.33% 渊4/151冤袁 平均每克粪卵数 180个] 外袁 另 2个村均
为阴性遥

按性别分析袁 3个监测点男性和女性居民分别有 1 546人
和 1 507人接受血清学检查袁 阳性率分别为 12.10%和 7.96%曰
校正感染率分别为 0.26%和 0袁 男女性居民的感染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字2=2.18袁 P>0.05冤遥

年龄分析袁 校正感染率以 50耀59和 40耀49年龄组为最高袁
分别为 0.34%渊2/596冤 和 0.17%渊1/582冤袁 30岁以下各年龄组校
正感染率均为 0渊表 1冤遥

以居民职业分析袁 血检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院 其他尧 民
工尧 农民尧 教师干部和学生袁 分别为 22.22% 渊2/9冤尧 13.33% 渊4/
30冤尧 11.5% 渊285/2 478冤尧 11.11% 渊1/9冤 和 3.13% 渊15/479冤曰
4例粪检阳性者均为农民袁校正感染率为 0.16豫渊4/2 478冤遥
以居民文化程度分析袁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袁 血检阳性率

呈下降趋势袁 从高到低依次为院 文盲尧 小学尧 初中尧 高中及大专
以上袁 分别为 14.33%渊50/349冤尧 10.47%渊71/678冤尧 9.53%渊148/
1 553冤尧 8.24%渊36/437冤 和 5.56%渊2/36冤曰 4例粪检阳性者中袁

文盲 1例袁 初中 3例袁 校正感染率分别为 0.29豫渊1/349冤尧 0.19豫
渊3/1 553冤遥

共调查流动人口 65人袁 血检阳性 7 人袁 粪检均为阴性遥
监测点无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袁 2006年也未出现急性血吸虫病
患者遥
3.2 家畜感染情况 共调查家畜 168只袁 其中牛 70头袁 羊 98
只袁 结果均为阴性遥
3.3 螺情监测结果 3个监测点共查螺 603.98万 m2袁 有螺面
积 175.624 4万 m2袁 共查获活螺 1 693只袁 解剖发现阳性钉螺
21只袁 活螺密度 0.01耀0.47 只/0.11 m2袁 其中仅七里村发现阳
性钉螺袁 平均感染率为 1.4豫遥

4 讨论

3个监测点常住居民血检阳性率平均为 10.06%袁 较 2005
年渊13.40豫冤有所下降袁 除七里村粪检阳性 4人外袁 其余 2个村
均为阴性袁 总阳性率 0.13豫袁 较 2005年渊3.3豫冤大幅下降袁 表
明随着防治措施的进一步落实袁 血吸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遥
4例粪检阳性者均为 40岁以上的农民袁 文化程度较低渊均为初
中以下冤遥 分析其感染方式袁 主要为捕鱼摸虾尧 放牧等遥 因此袁
应加强对这部分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袁 提高自我保健意识袁 尽
可能减少接触疫水袁 以降低感染率遥

流动人口粪检均为阴性袁 但由于调查人数较少渊65人冤袁 且
Kato鄄katz法江苏地区漏检率高达 30%咱1暂袁 不能完全排除流动人
群特别是来自疫区的人群作为传染源的可能性遥 洪青标等咱2暂亦
报道江苏省监测点流动人群血吸虫感染率远高于常住居民袁 因
而仍须加强流动人口疫情监测工作遥

粪便孵化法检查家畜未发现阳性袁 似表明家畜作为传染源
在传播链中的作用较低袁 血吸虫病患者作为传染源的可能性较
大遥 因此加大查治力度袁 做好水源尧 粪便的管理工作仍不失为
控制血吸虫病传染源的有效措施遥

近几年袁 随着灭螺力度的加大袁 各监测点的有螺面积进一
步压缩袁 钉螺密度有所下降袁 但七里村仍存在阳性钉螺袁 该村
历史有螺面积为 104.326万 m2袁 现有螺面积 86.082万 m2袁 其
中阳性螺面积 71.52万 m2 渊占 82.5豫冤遥 这与病情调查结果一
致袁 表明螺情与人群病情相联系袁 提示在防治血吸虫病的实践
中袁 针对阳性钉螺分布情况袁 有的放矢地开展灭螺工作袁 仍是
一项重要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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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年龄人群血吸虫感染情况

年龄组

6耀9
10耀19
20耀29
30耀39
40耀49
50耀59
60耀
合计

血检
人数

75
242
109
558
582
596
891

3 053

血检阳
性人数

1
5
5

30
91
95
80

307

血检阳
性率渊%冤

1.31
2.07
4.59
5.38

15.64
15.94
8.98

10.06

粪检阳
性人数

0
0
0
0
1
2
1
4

校正感
染率渊%冤

0
0
0
0

0.17
0.34
0.1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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