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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探索阳性螺点疫源性的规律, 为制定有效的防治血吸虫病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择大理市
沙里木庄村一个有血吸虫感染钉螺存在的螺点 (简称阳性螺点)进行连续 4 年的纵向观察。每次均通过随机环境抽
样法设框进行螺情调查, 并将所捕获钉螺全部解剖, 检测钉螺自然感染率。结果: 4 年中共查螺 8 次, 均查到活螺,
且螺点的位置、范围相对稳定, 其中有 6 次查获感染性钉螺, 钉螺的平均感染率为 3. 9% (86ö2 157)。结论: 云南山
区阳性螺点的位置、范围疫源性相对稳定。因此, 消灭阳性螺点是防治血吸虫病的最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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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螺点的存在是发生急性血吸虫病和血吸虫

病流行的主要因素。为探索云南山区血吸虫病流行

区阳性螺点疫源性的规律并探究其形成原因, 进一

步摸清山区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

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我们于 1989 年 4 月至 1993

年 6 月对云南大理市银桥乡沙里木庄村的一个阳性

螺点的螺情变化及自然感染情况进行连续的现场实

验观察,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螺点概况及方法

阳性螺点离该村约 500 m , 为一条由西向东流向

的直沟, 螺点面积约 40 m ×2 m , 东端低而西端高, 东

端有一刺蓬, 沟之南北面各有一沟与其平行, 南面为稻

田, 北埂明显高于南埂, 沟底及沟埂上杂草丛生, 植被

茂盛, 全年沟底湿度保持稳定, 无水淹情况, 偶有少量

渗水, 螺点范围主要位于沟东端 1ö3 处, 尤以刺蓬下钉

螺密度较高。1989 年 4 月首次查出阳性钉螺, 由于此

沟下游不流入水田, 对人群的直接危害相对较小, 但为

了防备下游居民感染, 在沟东端出水道处喷洒了氯硝

柳胺粉剂以防血吸虫尾蚴播散至下游, 方留作观察。每

年 4～ 5 月均在该沟以随机环境抽样法设框调查螺情,

并将所捕钉螺压检是否有血吸虫尾蚴或母胞蚴及子胞

蚴, 求得钉螺自然感染率。1991 年 4 月沟北测的沟道

改修成一宽 1. 5 m、深 2 m 的水泥灌溉沟, 大量泥土填

入原阳性螺沟, 从而使螺点生态环境有所改变, 至

1993 年最后一次查螺时, 整条沟几乎填平, 仅东端刺

蓬处的沟南埂与沟底交界处可以找到钉螺, 未查出阳

性钉螺, 观察终止。观察期间, 该村面上的防治工作照

常进行, 包括查治病及其它螺点的灭螺工作。1989 年

该村人群粪检阳性率 17. 9% , 1993 年为 15. 8%。

结　　果

1989 年 4 月至 1993 年 6 月共查螺 8 次, 每次

均在螺点内查获活螺, 活螺平均密度为 16. 4 只ö框
(2 157只ö132 框) , 其中有 6 次查到阳性钉螺, 钉螺

平均自然感染率为 3. 99% (86ö2 157) , 详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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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阳性螺点的螺情和血吸虫自然感染率调查结果
Table 1　The den sity of sna il population and rate of sch istosome- infection in the positive sna il spot

年 月

D ate
　

调查框数3

N o. of fram es
investgated

　

活螺总数

To tal
no. of living

snails

活螺平均密度
(只ö框)

M ean density
of living snails
(N o. ö0. 11m 2)

阳性钉螺数

N o. of po sit ive
snails
　

钉螺自然感染率
(% )

N atural infection
rate of snails

(% )

1989. 4 26 1 408 54. 15 63 4. 47

1990. 4 8 56 7. 00 5 8. 89

1990. 9 2 21 10. 50 0 0 　

1990. 11 20 60 3. 00 4 6. 67

1991. 4 10 37 3. 70 5 13. 51

1991. 5 26 340 13. 08 7 2. 06

1992. 4 10 150 15. 00 2 1. 38

1993. 5 30 85 2. 83 0 0 　

合计 132 2 157 16. 34 86 3. 99

3 　1 框= 0. 11 m 2　　l fram e= 0. 11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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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观察结果显示, 该沟虽长 40 m , 但每次捕获钉

螺均在沟东端 1ö3 处, 由此向西端则较难查到钉螺,

螺点位置比较稳定, 这与夏代光等对云南钉螺分布

研究观察的结果相一致[ 1 ]。1991 年 4 月后由于修筑

水泥沟渠, 将大量泥土倾入该沟, 钉螺的感染率显著

下降, 说明螺点内生态环境因素的改变会影响钉螺

的孳生。

谢法仙等[ 2 ]报道, 云南大山区阳性钉螺的平均

寿命为 171 d。该阳性螺点 4 年内 8 次调查中有 6 次

均查见阳性钉螺, 提示云南山区的阳性螺点疫源性

相当稳定。此外, 我们还观察到有 14 个阳性螺点经

药物灭螺后 3～ 6 年已查不到活螺, 但其中有 5 个点

分别在灭螺后第 5 年、6 年 (2 个点)、7 年、9 年又在

原点内查出阳性钉螺, 可见当地螺点内仍存在残余

钉螺。

造成阳性螺点疫源性长期稳定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螺点环境的稳定因素与感染因素长期并存的结

果。环境的稳定因素如当地变化较小的温度、湿度,

为钉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从而使残余钉螺能

继续大量繁殖。感染因素与传染源排放虫卵的地域

选择性密切相关, 这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及放牧习惯。由于该观察沟北埂明显高于南埂, 且

东端有刺蓬, 成为野外耕作农民的排便场所; 该螺点

及其附近植被茂盛, 又成为当地农民放牧的场所; 从

而使传染源与中间宿主之间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流

行病学联系, 保持了阳性螺点疫源性的稳定。为此,

夏代光等曾采用灭“双阳”(灭阳性螺点, 治疗阳性病

人)措施阻断血吸虫病流行环节[ 3 ]。我们认为, 在云

南山区消灭阳性螺点、治愈病人病畜对于今后血吸

虫病的监测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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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 To ob serve longitud ina lly the changes in su rviva l and infect ion ra te of O ncom elan ia sna ils in a

po sit ive sna il spo t in Yunnan. M ETHOD S: A po sit ive sna il spo t in a d itch in Shalim uzhuang V illage, D ali

C ity, w as con t inua lly ob serv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den sity of sna il popu la t ion and natu ra l infect ion ra te of

the sna ils by random environm en ta l sam p ling fo r 8 t im es in 4 successive years. RESUL TS: D u ring the 8

t im es of sna il su rvey, living sna ils w ere found rela t ively stab le in the d itch, in w h ich po sit ive sna ils w ere ob2
ta ined in 6 occasion s, the average infect ion ra te being 3. 99%. CONCL USION: T he den sity and the po sit ive

ra te of sna ils in the m oun ta in reg ion rem ain s rela t ively stab le as a sou rce of hum an infect ion. E lim ina t ion

of the po sit ive sna il spo ts is necessary fo r con tro lling sch isto som iasis.
　　Key words: Sch isto som iasis, po sit ive snail spo t, source of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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