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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make 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malaria in Motuo County袁 Linzhi Prefecture

of Tibet. Methods In July of the year 2006袁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in 2 selected village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townships袁 i.e.袁 Motuo袁 Dexing and Beibeng院 malaria history survey among inhabitants in recent 2 years;
collection of blood samples of inhabitants for examining malaria parasites袁 IFAT and detecting G6PD袁 respectively;
mosquito collection in human dwellings and cattle shelters at night and various resting sites at day鄄time; mosquito
collection by outdoor human baiting captur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osition calculation of mosquito species and manbiting
rates; ELISA for detecting sporozoite infection of 粤nopheles. Results The mean rate of two鄄year malaria history was
8.98%渊118/1 314冤 and the parasite rate was 3.13%渊38/1 216袁 all P. vivax冤 in the inhabitants. The parasite positive rate
among the feverish patients was 7.14%渊3/42冤. IFAT revealed a malaria antibody rate of 40.24% 渊472/1 173冤.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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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 调查西藏林芝地区墨脱县疟疾流行情况遥 方法 2006年 7月选择墨脱县的墨脱尧 德兴和背崩等 3个
重点乡 渊镇冤 各 2自然村进行居民 2年内疟史调查袁 采耳垂血制厚薄血片和滤纸血滴进行血检尧 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渊IFAT冤 和葡萄糖鄄6鄄磷酸脱氢酶渊G6PD冤缺乏的检测曰 用疟疾快速诊断卡对发热病人进行检测遥 夜间人和畜房诱蚊灯诱
捕尧 白天在按蚊栖息场所诱捕和半通宵室内外人饵诱捕进行媒介按蚊调查袁 捕获的蚊虫经分类鉴定后袁 计算蚊虫种类
构成比和叮人率曰 并用 ELISA检测部分按蚊唾液腺子孢子感染情况遥 结果 调查点居民 2年内有疟史率平均为8.98%
渊118/1 314冤曰 居民血检阳性率为 3.13% 渊38/1 216冤袁 发热病人血检阳性率为 7.14% 渊3/42冤袁 均为间日疟原虫感染曰
IFAT抗体阳性率为 40.24% 渊472/1 173冤曰 G6PD缺乏检出率为 1.74% 渊21/1 208冤遥 共捕获 4种按蚊 513只袁 分别为多斑
按蚊渊474只冤尧 带足按蚊渊35只冤尧 可赫按蚊渊3只冤和中华按蚊渊1只冤袁 其中多斑按蚊为优势蚊种袁 占 92.40% 渊474/513冤遥
多斑按蚊的人房和畜房平均密度分别为 4.75和 69.5只/夜袁 室外半通宵叮人率为 22.75只/人袁 多斑按蚊唾液腺子孢子阳
性率为 0遥 结论 墨脱县存在间日疟流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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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PD deficiency rate was 1.74% 渊21/1 208冤. Five hundred and thirteen anopheline mosquitoes were caught. They were
An. maculatus 渊474冤 which occupied 92.4% 渊474/513冤袁 An. peditaeniatus 渊35冤袁 An. kochi 渊3冤 and An. sinensis
渊1冤. The mean indoor density of An. maculatus was 4.75/night in human houses袁 and 69.5/night in cattle shelters.
The outdoor human biting rate was 22.75/half鄄night/person袁 and the sporozoite rate of An. maculatus in anopheline saliva
glands was 0 by ELISA. Conclusion Motuo County is an endemic area of vivax malaria with An. maculatus as the
potential vector.

揖Key words铱 Motuo County曰 Malaria曰 Epidemiology曰 Survey曰 Tibet

西藏自治区 渊以下简称西藏冤 位于我国西南袁 与
缅甸尧 印度尧 不丹尧 锡金和尼泊尔接壤遥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袁 西藏即有疟疾病例报告袁 发病数居虫
媒传染病的首位咱1暂袁 部分病例为外周血或骨髓血片确
诊的间日疟和三日疟病例咱2-5暂袁 而林芝地区报告的疟
疾病例占总报告病例数的 90%以上袁 其中病例主要
分布在墨脱咱6袁7暂遥 有报道袁 西藏的疟疾病例多数为输
入病例袁 当地感染的较少咱2鄄5暂遥 西藏大部分地区为天
然无疟区袁 而位于东南部的林芝地区 渊尤以察隅和墨
脱县冤 疟疾发病率较高袁 但传播媒介不详咱8暂遥
为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疟疾流行情况袁 为制定该地

区的疟疾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遥 根据卫生部的要求袁
于 2006年 7月选择墨脱县进行疟疾流行情况调查遥

调查内容与方法

1 墨脱县概况

墨脱县地处西藏东南部袁 北纬 27毅36忆耀29毅50忆袁
东经 93毅42忆耀96毅36忆遥 属雅鲁藏布江下游山川河谷地
貌袁 平均海拔 1 200 m遥 地势北高南低袁 从海拔 7 782
m的南迦巴瓦峰到海拔 200 m的巴昔卡遥 东临察隅
县袁 南与印度的萨蒂亚相邻袁 西与米林和林芝县尧 北
与波密县接壤遥 墨脱县海拔 2 400 m以下地区属于山
地热带尧 亚热带湿润峡谷林农气候区遥 雨量充沛袁 年
均气温为 16.1益袁 年均相对湿度大于 70%袁 6耀9月为
夏季遥 耕地面积 2万亩袁 森林面积 3 200万亩袁 主要
农作物为水稻尧 玉米等遥 墨脱县下辖 8个乡 渊镇袁 含
1个民族乡冤袁 主要为门巴尧 珞巴和藏族人遥 门巴族
住房结构为两层袁 底层圈养牛尧 羊和猪等袁 无防蚊
设施 渊包括蚊帐冤遥 在农耕季节袁 部分青壮年有在远
离村庄农田留宿过夜的习惯遥 全县 8个乡渊镇冤中有 7
所乡镇卫生院袁 各乡渊镇冤卫生院基本无疟原虫镜检
能力遥

2 调查点选择

2006年 7月选择墨脱县有代表的 3个乡 渊镇冤 6
个自然村袁 分别为墨脱镇的亚东和墨脱村尧 与县城隔

雅鲁藏布江相望的德兴乡文浪和德兴村袁 及低海拔的
背崩乡地东和背崩村开展疟疾流行情况和媒介调查遥

3 收集历史疟疾流行资料

从林芝地区卫生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全县

及调查乡疟疾流行的历史资料袁 包括最早报告尧 有疫
情报告以来逐年分月发病数尧 发病率尧 病死人数尧 病
死率以及有关原虫尧 传疟媒介按蚊种类等历史资料遥

4 人群调查

4.1 居民疟疾感染情况调查 在调查点将对所村民

集中后进行逐户调查袁 问卷调查近 2年疟史情况袁 包
括发病时间尧 抗疟治疗及复发情况 渊以临床诊断为标
准冤遥 对受访居民采血袁 制厚薄血片和滤纸干血滴袁
带回实验室进行疟原虫镜检尧 IFAT和葡萄糖鄄6鄄磷酸
脱氢酶 渊G6PD冤 缺乏的检测遥
调查期间袁 对到县医院尧 调查点乡镇卫生院就诊

的发热病人及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发热病人采血袁 现场
采用快速诊断方法咱9暂对发热病人进行疟原虫抗原检测袁
同时制厚片带回实验室进行疟原虫镜检遥 疟疾快速诊
断卡渊OptiMAL鄄IT冤购自深圳康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渊瑞士 DiaMed公司产品冤袁 按说明书操作和判定结果遥
快速诊断卡上有对照线渊C线冤和两条诊断线[四种疟原
虫共同的抗 pLDH线渊P线冤和恶性疟特异的抗 pLDH
线 渊Pf线冤]遥 结果判定条件院 如果对照线清晰可见和
反应区洁净无血迹则示结果有效曰 如果反应区不够洁
净渊仍为红色冤尧 对照线未出现尧 1个或 2个诊断线出
现但是对照线未出现尧 以及对照线和 Pf线出现但是 P
线未出现袁 则示结果无效遥 结果判定标准院 仅对照线
出现而无诊断线为则阴性曰 对照线和 P线出现袁 但 Pf
线未出现袁 可判断为间日疟尧 三日疟或卵形疟原虫感
染曰 对照线尧 P线和 Pf线均出现袁 则可判断为恶性疟
原虫感染袁 但不能排除恶性疟与间日疟尧 三日疟和卵
形疟的混合感染遥
4.2 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渊IFAT冤 IFAT按照常规方
法咱9暂袁 荧光标记的抗人 IgG和食蟹猴疟原虫抗原片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提供遥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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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确定羊抗人 IgG的工作浓度袁 同时设阳性对
照尧 阴性对照 渊非疟区的健康者血清冤 和 PBS对照遥
结果判断逸1 颐 20者为阳性袁 以阳性反应的最高稀释
度作为终点滴度遥
4.3 G6PD缺乏检测 按文献咱10暂的 G6PD荧光斑点
法检测居民 G6PD缺乏情况 渊G6PD荧光斑点法试剂
盒购自广州米基科贸有限公司冤遥 将现场采集的滤纸
干血滴取直径 0.5 mm小圆滤纸血片袁 放入 96孔酶标
板小槽内袁 并设阴性和阳性对照孔曰 阴性对照孔留
空袁 阳性对照孔加入阳性抗凝血 3 滋l 渊荧光斑点法
试剂盒所提供冤袁 依次加入溶血溶液 40 滋l袁 振荡至
完全溶血袁 再依次加入荧光反应试剂 40 滋l袁 振荡充
分混匀袁 置 37 益 20 min遥 取反应液 3 滋l袁 加入已用
铅笔标记的新华定性滤纸小圆形点上 渊与酶标板孔位
置相对应冤袁 全部点完后袁 将新华滤纸置 37 益恒温箱
烘干袁 用手提紫外检测灯渊型号为 在云鄄苑月袁 上海顾村
电光仪器厂产品冤观察荧光强度遥 结果判定院 显强荧
光 渊与阴性对照相似冤 为 G6PD活性正常袁 不显荧光
渊与阳性对照相似冤为 G6PD严重缺乏袁显弱荧光渊与强
荧光对比冤 为 G6PD中等缺乏遥 对未显荧光和显弱荧
光的圆形点进行重复实验袁 对于复检仍不显荧光和显
弱荧光的确定为阳性袁 对于复检显强荧光的判为阴性
结果遥 根据检测结果袁 计算 郧远孕阅缺乏阳性率渊郧远孕阅
缺乏阳性率=郧远孕阅缺乏阳性人数 辕受检测人数伊员园园冤遥
根据 匀葬则凿赠鄄宰藻蚤灶遭藻则早 定律袁 基因型频率之和应

等于 员袁 即 责圆 垣 圆责择 垣 择圆 越 员遥 责圆表示 粤粤的基因型的频
率袁 圆责择表示 粤葬基因型的频率袁 择圆表示 葬葬基因型的
频率遥 其中 责是 粤基因的频率曰 择是 葬基因的频率曰
载染色体连锁遗传在遗传平衡的群体中袁 男性的发病
率与该遗传性疾病的基因频率一致遥 故计算出男性
G6PD的阳性率即可得到其基因频率渊G6PD基因频
率=男性 G6PD缺乏阳性人数/受检测男性人数冤遥

5 媒介按蚊调查

分别在背崩乡的地东村和背崩村尧 德兴乡的德兴
村和墨脱镇的亚东村开展按蚊媒介调查遥
5.1 按蚊种类构成比 夜间在人尧 畜房内人工捕蚊
和诱蚊灯捕蚊袁 白天在按蚊栖息场所 渊人尧 畜房尧 空房尧
桥下尧 涵洞和植物丛等冤 人工捕蚊袁 合并计算当地蚊虫
种类的构成比遥
5.2 按蚊叮人率 选择室外人诱法袁 在调查点的边
缘和/或中心部位袁 1人自晚上 20院 00至午夜 1院 00诱
捕按蚊袁 计算各种按蚊的半通宵叮人率遥
5.3 按蚊子孢子阳性率 对捕获的优势蚊种多斑按

蚊采用文献咱11袁12暂的 ELISA检测唾液腺子孢子感染
情况 渊子孢子 ELISA检测试剂盒由伦敦卫生与热带
病学院提供袁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生产冤 实验前按每

缘只多斑按蚊标本为 员组袁 取标本的头尧 胸部加 50滋l
研磨缓冲液研磨成混悬液袁 再加入 200 滋l 研磨缓冲
液使样品混悬液容量达 250 滋l遥 微滴定板使用前
于-20 益保存遥 ELISA检测使用的环子孢子单克隆抗
体为 Pf2A10尧 Pv210和 Pv247抗体遥 阳性判断标准是
对所有呈阳性的反应孔重复测试 1次袁 仍为阳性的则
判断为子孢子阳性样品遥

6 统计学分析

调查数据用 Epi 陨nfo 6.04c作统计分析遥 用 SPSS
10.0统计软件对 G6PD缺乏检出率和 G6PD缺乏基因
频率进行描述性分析遥

结 果

1 历史疟疾流行情况

墨脱县自 1976年起有疟疾病例报告, 1986年起
疟疾病例报告呈逐年增加袁 至 员怨怨愿年达到最高袁 为
源怨园援猿 辕万袁 而后呈逐年下降趋势曰 2005年有所回升袁
达到 54.0/万遥 疟疾发病数平均占全县传染病发病数
的 36.1%遥 墨脱县 1986-2006年 7月累计疟疾报告发
病人数为 2 483例袁 年平均发病率为 129.2/万袁 主要
集中在雅鲁藏布江两侧的背崩尧 德兴乡和墨脱镇袁 均
为临床诊断病例遥 因疟疾死亡 11例 渊图 1冤遥

614例个案资料分析发现袁 发病年龄最小 1岁袁 最
大 80岁遥 15耀59岁占 66.3%袁 男尧 女性别比为 1.6 颐 1袁
农民占发病总数的 81.0%遥 门巴和珞巴民族为主袁 分
别占 90.1%和 6.2%遥

图 1 1986-2006年墨脱县疟疾发病趋势
Fig.1 Malaria trend from 1986 to 2006 in Motuo County

墨脱县1986-06年疟疾发病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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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野a冶 包括在县医院检测的 2例发热病人曰 野b冶 均为间日疟袁 包括在县医院 2例发热病人中检测出的 1例间日疟患者; 野c冶 均为间日
疟原虫携带者遥
Note: 野a冶 Two feverish cases 藻曾葬皂爷凿 in Motuo County Hospital were included; 野b冶 All were vivax malaria cases including one feverish case
藻曾葬皂爷凿 in Motuo County Hospital; 野c冶 All were vivax parasite carriers.

调查点Surveyed site

德兴 Dexing
文浪 Wenlang
德兴 Dexing

墨脱 Motuo
亚东 Yadong
墨脱 Motuo

背崩 Beibeng
地东 Didong
背崩 Beibeng

合计 Total

表 1 2年内疟史尧 居民血检和发热病人血检调查结果
Table 1 Survey on malaria history袁 feverish cases袁 and parasite carriers

调查人数No. peopleinterviewed

149
200
276
164
299
226

1 314

有疟史数No. peoplewith malaria history

16
23

7
6

44
22

118

疟史率Malaria historyrate渊%冤

10.7
11.5

2.5
3.7

14.7
9.7

10.0

人数No. casesexamed

14
15
3
1
6
1

42a

阳性数No.渊+冤ve

1
0
0
0
0
1
3b

阳性率渊+冤ve rate(%)

7.1
0
0
0
0

100
7.1

血检人数No. slidesexamed

144
183
274
158
271
186

1 216

阳性数No.渊+冤ve

12
5
2
3
9
7

38c

阳性率渊+冤ve rate渊%冤

8.3
2.7
0.7
1.9
3.3
3.8
3.1

2年内疟史 Malaria history 发热病人血检 RDT of feverish patients 居民血检 Malaria parasite carrier

2 疟疾流行情况调查结果

2.1 居民 2年内疟史率 调查 1 314人袁 居民 2年内
有疟史率平均为 9.0% 渊118/1 314冤袁 其中背崩乡高达
12.6% 渊66/525冤袁 德兴乡为 11.2% 渊39/349冤袁 墨脱镇为
3.0% 渊13/440冤遥 墨脱镇居民 2年内疟史率与背崩和
德兴乡的比较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渊表 1冤遥
2.2 居民血检阳性率 共血检 1 216人袁 检出阳性者
38例袁 均为间日疟原虫感染袁 居民血检阳性率平均
为 3.1%渊38/1 216冤遥 其中背崩乡尧 德兴乡和墨脱镇的
居民血检阳性率分别为 3.5% 渊 16 / 457 冤 尧 5.2%
渊17/327冤和 1.26%渊5/432冤袁 背崩乡和德兴乡的居民血检
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墨脱镇居民血
检阳性率远低于背崩乡和德兴乡的渊P<0.01冤渊表 1冤遥
2.3 发热病人血检阳性率 采用疟疾快速诊断卡对 42
例发热病人血样进行检测袁 其中德兴乡的文浪村和背
崩乡的背崩村各检出阳性 1例袁 在县医院检出德兴乡

巴登则村阳性 1例袁 均为间日疟原虫遥 3个乡镇的平
均发热病人血检阳性率为 7.1%渊3/42冤渊表 1冤遥
2.4 居民 IFAT抗体阳性率 共对 1 173人份滤纸干血
滴进行 IFAT检测袁 其中抗体滴度逸1 颐 20的阳性血样
472份袁 平均疟疾抗体阳性率为 40.2%渊472/1 173冤袁
阳性抗体滴度几何倒数 渊GMRT冤为 23.44袁 总 GMRT
为 14.13遥 背崩乡尧 德兴乡和墨脱镇的疟疾抗体阳性率
分别为 58.7% 渊264/450冤尧 38.3% 渊113/295冤和 22.2%
渊95/428冤渊表 2冤遥

3 居民 G6PD缺乏测定结果
G6PD荧光斑点法检测 1208份血样袁 检出G6PD缺

乏者 21 例袁 G6PD 缺乏检出率为 1.74 渊21/1 208冤袁
G6PD缺乏基因频率为0.023 0遥 男性G6PD缺乏检出率
为 2.3% 渊13/565冤袁 女性为 1.2% 渊8/643冤 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遥 其中背崩乡尧 德兴乡和墨脱镇

调查点Surveyed site
德兴 Dexing
文浪 Wenlang
德兴 Dexing

墨脱 Motuo
亚东 Yadong
墨脱 Motuo

背崩 Beibeng
地东 Didong
背崩 Beibeng

合计 Total

表 2 居民 IFAT检测结果
Table 2 IFAT in inhabitants and feverish patients

调查人数No. peopleinterviewed

184
266
124
171
158
270

1 173

抗体滴度 Antibody titre
1 颐20

79
149
26
51
21
70

396

1 颐40

8
21
13
12
0
4

58

1 颐 80

1
3
3
4
0
0

11

1 颐160

0
2
2
1
0
0
5

1 颐320

0
1
0
1
0
0
2

合计Total
88

176
44
69
21
74

472

抗体阳性率Positive rate(%)

47.8
66.2
35.5
40.4
13.3
27.4
40.2

阳性 GMRTPositive GMRT

21.88
22.91
29.51
26.30
19.95
20.89
23.44

总 GMRTTotal GMRT

14.45
17.38
14.79
14.79
10.96
12.30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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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6PD 缺乏检出率分别为4.0% 渊18/445冤尧 0.9%
渊3/324冤 和 0遥 前两个乡的 G6PD缺乏检出率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0.01冤袁 该两乡的居民均以门巴族
为主 渊表 3冤遥

4 媒介按蚊调查结果

4.1 蚊虫种类构成比 共捕获 4种按蚊 513只袁 其

中多斑按蚊 474只尧 带足按蚊 35只尧 可赫按蚊 3只和
中华按蚊 1只袁 占总捕获按蚊的比例分别为 92.40%尧
6.82%尧 0.58%和 0.19%遥
4.2 按蚊密度和叮人率 在地东尧 背崩尧 德兴尧 亚东村
采用诱蚊灯夜间人房捕蚊 4次袁 分别捕获多斑按蚊尧
带足按蚊各 19和 4只袁 平均密度为 4.75和 1只/夜遥
在地东尧 背崩采用诱蚊灯夜间畜房捕蚊 2次袁 捕获多
斑按蚊和带足按蚊 139和 12只袁 平均密度为 69.5和
6只/夜遥 在地东尧 背崩尧 德兴和亚东村在畜房人工全
捕按蚊 5次 16间袁 共捕获多斑按蚊尧 带足按蚊和可
赫按蚊 225尧 20和 3只袁 平均密度为 14.2尧 1.25 和
0.19只/间 渊表 4冤遥
在地东和墨脱村采用蚊帐诱捕法 2人共捕获多斑

按蚊 91只袁 其半通宵叮人率为 22.8只/人袁 捕获带足
按蚊 3只袁 其半通宵叮人率为 0.75只/人袁 捕获中华
按蚊 1只袁 其半通宵叮人率为 0.25只/人遥
4.3 按蚊子孢子阳性率 对捕获的 474只多斑按蚊
中的 388只进行 ELISA检测, 唾液腺子孢子均为阴性遥

表 3 居民 G6PD缺乏的调查结果
Table 3 Survey on G6PD deficiency

调查点Surveyed site
德兴 Dexing
文浪 Wenlang
德兴 Dexing

墨脱 Motuo
亚东 Yadong
墨脱 Motuo

背崩 Beibeng
地东 Didong
背崩 Beibeng

合计 Total

血样检验数No. samples tested

142
182
273
156
270
185

1 208

阳性数No.(+)ve
2
1
0
0

14
4

21

阳性率(+)ve rate渊%冤
1.4
0.6
0
0

5.2
2.2
1.7

G6PD缺乏 G6PD deficiency

讨 论

本调查首次对西藏林芝地区的墨脱县居民进行较

大规模的血检和发热病人血检袁 结果表明当地存在间
日疟原虫携带者袁 及间日疟现症病人遥 且居民间日疟
原虫血检阳性率尧 IFAT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滴度均较
高袁 说明该地区间日疟病例不呈散发状态袁 当地人群
中长期存在间日疟流行遥

2005年卫生部专家组在米林县羌纳乡迟嘎新村
进行居民 渊两年前由墨脱县搬迁过来冤 血检袁 发现间

日疟原虫阳性者 25例袁 恶性疟原虫阳性者 3例咱6暂袁 提
示当地除间日疟外尚可能存在恶性疟的流行遥 与我国西
藏相邻的印度东北部的 Arunachal Pradesh省是间日
疟和恶性疟的混合流行区袁 其中间日疟占 60%耀65%袁
恶性疟占 30%耀35%咱13暂遥 而在与 Arunachal Pradesh省相
邻的 Sonitpur 渊Assam冤地区森林中的村寨袁 发热病人血
检阳性率为 39.1%袁 其中恶性疟占97.1%咱14暂遥 据此推测袁
我国西藏林芝地区墨脱县可能存在恶性疟遥 但本次调
查居民血检未发现恶性疟原虫阳性者遥 这可能与调查
时间较短尧 调查范围不够广有关袁 该地区是否存在恶性

调查点

Surveyed sites

表 4 按蚊的分类与构成
Table 4 Classific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anopheline mosquitoes

海拔Elevation
渊m冤

人房诱蚊灯捕蚊Indoor light trapcollection inhuman dwellings
多斑按蚊

An.
maculatus

4
5
8
2

19
82.6

4.75

带足按蚊
An.

peditaeniatus
0
1
2
1
4

17.4
1

多斑按蚊
An.

maculatus
62
77
0
0

139
92.1
69.5

带足按蚊
An.

peditaeniatus
4
8
0
0

12
8.0
6

多斑按蚊
An.

maculatus
132

48
29
16

225
90.7
14.1

带足按蚊
An.

peditaeniatus
4
5
7
4

20
8.1
1.25

可赫按蚊
An.

kochi
2
1
0
0
3
1.2
0.19

多斑按蚊
An.

maculatus
198
130
37
18

383
90.8

带足按蚊
An.

peditaeniatus
8

14
9
5

36
8.5

可赫按蚊
An.

kochi
2
1
0
0
3
0.7

合计

Total
畜房诱蚊灯捕蚊Light trap collectionin cattle shelters

畜房按蚊人工全捕Overall collectionin cattle shelters

地东村 Didong
背崩村 Beibeng
德兴村 Dexing
亚东村 Yadong
合计 Total
构成比 Composition (%)
密度渊只/夜冤
Density渊/night冤

837
861
824

1 000

347窑 窑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8年 10月第 26卷第 5期 Chin J Parasitol Parasit Dis Oct. 2008袁 Vol. 26袁 No.5

疟有待进一步调查遥
此次调查发现袁 墨脱县的 G6PD缺乏症基因频率

为0.023 0袁 表明该地区人群中存在一定数量的 G6PD缺
乏者袁 对于该地区的疟疾防治工作有一定的影响遥 但
与云南省部分少数民族 G6PD缺乏水平渊16.3%冤咱15暂相比
较袁 墨脱县的疟区人群 G6PD缺乏水平相对较低袁 故
在疟疾流行期袁 特别是暴发流行时袁 仍可用伯氨喹八
日疗法进行间日疟根治和防止传播遥
据报道袁 西藏已发现 6种按蚊袁 分别为巨型按蚊

贝氏亚种尧 巨型按蚊西姆拉亚种尧 林氏按蚊尧 中华按蚊尧
多斑按蚊和斯氏按蚊咱16暂袁 但具体捕获地点不详曰 也
曾有记述西藏东南部有大劣按蚊咱17暂遥 此次在墨脱县的
短期调查仅证明袁 多斑按蚊为当地的优势媒介蚊种袁
未捕获微小按蚊和大劣按蚊遥
多斑按蚊是印度尧 尼泊尔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传

疟媒介之一袁 在云南省曾发现有多斑按蚊自然感染
子孢子阳性蚊咱11暂遥 印度东北部 Arunachal Pradesh省
Changlang地区袁 多斑按蚊占捕获按蚊的 54.3%袁 并
存在少量大劣按蚊咱18暂遥 此次调查亦发现多斑按蚊为优
势蚊种袁 可能为当地的疟疾媒介袁 但未进行人血指数
检测袁 未发现有子孢子阳性蚊遥 因此尚不能确定多斑
按蚊在当地疟疾传播中的作用, 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
研究遥
致谢 本调查得到林芝地区卫生局的大力支持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袁 及浙江尧 河南尧 云南等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寄生虫病防治所承担镜检尧 IFAT 和蚊虫子孢子检测工作袁 WHO/
WPRO疟疾官员 Kevin Palmer给予指导袁 一并致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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