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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1995 年, 我们先后在佛山市郊、南海市及顺德市
共 29 个乡对华支睾吸虫病进行了调查与治疗。

方　法
粪检　粪便标本用水洗自然沉淀法检查, 华支睾吸虫

卵阳性者确诊为本病。其感染度按 1963 年刘约翰提出的
EPG< 1 000 为轻度, 1 000～ 5 000 为中度, > 5 000 为重度
的划分方法。

治疗　用卡片式调查表对华支睾吸虫感染者进行个案
调查, 体检后将吡喹酮 (南京制药厂生产, 200 m gö片) 发给

患者回家服用治疗, 总剂量为 100±20 m gökg, 体重超过 60

kg 者按 60 kg 计, 1 天内分 3 次饭后服完。
结　果

1　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情况及与年龄、性别关系　在佛山
市郊、南海市及顺德市共调查 32 482 人, 查出华支睾吸虫卵
阳性 9 829 例, 平均感染率为 3013% (1118%～ 5713% )。其
中, 轻度感染为 5413% , 中度感染为 3416% , 重度感染为
1111% (表 1)。
　　年龄最小者 11 个月, 最大者 80 岁, 感染率随年龄增长

表 1　佛山市华支睾吸虫病患者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年龄组
(岁)

男

调查人数 阳性数 %

女

调查人数 阳性数 %

合　计

调查人数 阳性数 %

< 7 2 914 252 816 2 942 266 910 5 856 518 818
7- 5 070 1 314 2519 5 264 1 167 2212 10 334 2 481 2410

20- 7 283 4 115 5615 9 009 2 715 3011 16 292 6 830 4119
合计 15 267 5 681 3712 17 215 4 148 2411 32 482 9 829 3013

P 值 < 0101 < 0101 < 0101

而上升 (P < 0101) , 且男性高于女性 (P < 0101)。但学龄前
及学龄期儿童男女感染率差别无显著性 (P > 0105)。
2　华支睾吸虫感染与饮食习惯的关系　感染者有吃“鱼生”
或“烫鱼片”史的占 8416% , 其中, 吃“鱼生”者男性占
7910% (1 390ö1 759)。
3　临床表现　分析 2 458 例华支睾吸虫病患者, 无症状的
占 3715%。有临床表现的以上腹痛、头晕及食欲减退等症状
为主。体检常有胆囊及肝区压痛, 肝大。其中, 误诊为慢性胃
炎的占 2016% , 慢性肝炎占 1617% , 胆囊炎占 615 %。此
外, 发现两例重度感染华支睾吸虫的男性侏儒症患者 (分别
为 16 岁和 20 岁, 均表现为苍老、矮小、性器官不发育, 但
未经鉴别诊断)。
4　吡喹酮治疗华支睾吸虫病疗效及其副反应　1985～ 1995
年, 用吡喹酮治疗华支睾吸虫感染者共 8 366 例, 受治率为
8511%。对本院门诊 182 例华支睾吸虫感染者服药后追踪
观察, 药物副反应以头晕 (4319% )、恶心 (2810% )、头痛
(1513% )、呕吐 (1317% ) 及出汗 (1314% ) 较常见。此外,
失眠 (717% )、乏力 (419% )、腹痛 (318% ) 及皮疹 (318% )
较少。一般于服药后 1～ 2 h 出现, 24 h 减轻或自行消失。服
吡喹酮后无不良反应者占 4612%。 3 个月后粪检复查, 有
174 例 (9516% ) 华支睾吸虫卵转阴。
5　1987～ 1992 年查治华支睾吸虫病效果　南海市朗沙乡
观察点经吡喹酮治疗 5 年后, 用同法进行复查, 其感染率
(2014% ) 与 5 年前 (感染率为 3912% ) 相比较, 下降 48% ,
其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意义 (P < 0101)。

讨　论
佛山市是华支睾吸虫病流行区。解放初期感染率为

1118% [1 ], 陈祖泽 (1982) 报告为 2511% , 南海市南庄高达
4714 % [2 ]。我们调查感染率为 1118%～ 5713% , 平均为
3013% , 有所上升。吃“鱼生”或“烫鱼片”是本地人群感
染华支睾吸虫的主要方式。但否认吃过不熟鱼虾的占
1514% , 可能与厨具交叉污染有关。华支睾吸虫在宿主体内
寿命较长, 感染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因为接触机会多) ,

其中, 吃“鱼生”者男性较多, 因此其感染率男性高于女性。
本病临床表现多呈慢性过程, 以消化不良, 肝胆区压痛, 肝
大较多见, 与沈水宝报道[3 ]相符。建议在佛山流行区诊治消
化不良及慢性肝胆疾病时, 应考虑患有华支睾吸虫病的可能
性, 需进一步作粪检及血清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吡喹酮治疗
华支睾吸虫病效果好, 副反应轻, 适于流行区现场治疗。除
对患有心、肝、肾疾患者及孕妇、哺乳期妇女暂缓治疗外, 均
给予治疗。陈祖泽等[4 ]在广东省五华县 1990～ 1992 年连续 3

年查治华支睾吸虫病, 其感染率下降 7014%。本文 1987～
1992 年在南海市朗沙乡查治 5 年, 感染率虽下降 4810% ,

但仍居较高水平 (2014% )。主要原因是间隔时间长, 未做到
反复查治而出现再感染。

佛山市是我省华支睾吸虫病重流行区, 应结合本地流
行特点采用综合防治措施, 如: 开展普查普治, 减少和消灭
传染源; 加强卫生宣传教育, 使群众不吃生或半生鱼虾, 注
意生、熟食具分开以及不用生鱼喂猫、狗; 做好粪便管理, 不
用新鲜人粪喂鱼, 不用“水上厕所”, 以切断华支睾吸虫的流
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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