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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reveal the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thods The potential areas of A. cantonensis and its main intermediate host Pomacea canaliculata were predicted based
on degree鄄day models using GIS technique. A grid sampling was performed on the prediction map and 5% grids were
randomly sampled. A total of 55 sampled sit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urvey on A. cantonensis and its hosts in
September -October of 2006. Results Nineteen Provinces/Municipalities/Autonomous Regions were found as potential
habitats for P. canaliculat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t was then confirmed that the snails distributed in the
provinces of Fujian , Jiangxi, Zhejiang, Hunan, Guangdong, Guangxi, Hainan, and Yunnan. Higher prevalence of

我国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分布首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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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 调查我国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的分布遥 方法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渊GIS冤 技术袁 借用主要中间
宿主螺类有效累积温度模型参数袁 预测和绘制我国主要中间宿主螺类及广州管圆线虫在我国的潜在分布地图遥 根据绘制
的预测地图袁 以区域抽样法袁 按栅格总数 5豫比例进行随机抽样遥 随机抽取 55个调查点于 2006年 9~10月开展主要中
间宿主分布及感染率调查遥 结果 我国大陆潜在分布小管福寿螺的有 19个省 渊市尧 区冤袁 其中福建尧 江西尧 浙江尧 湖
南尧 广东尧 广西尧 海南和云南等 8个省渊区冤已证实有小管福寿螺自然分布遥 福建尧 江西尧 浙江尧 湖南尧 广东尧 广西和海
南等 7个省 渊区冤 有广州管圆线虫自然感染袁 其中袁 福建建瓯尧 江西兴国尧 浙江瑞安尧 湖南汝城尧 广东化州尧 广西上思
和海南五指山等地的小管福寿螺自然感染率较高袁 分别为 36.6%尧 19.9%尧 16.0%尧 5.0%尧 6.3%尧 39.1%和 25.0%遥 结论

证实小管福寿螺自然感染有广州管圆线虫的 7个省 渊区冤 均存在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遥
揖关键词铱 广州管圆线虫；小管福寿螺；自然疫源地；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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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cantonensis in P. canaliculata was detected in Jianou of Fujian 渊36.6%冤, Xingguo of Jiangxi 渊19.9%冤, Rui忆an of Zhe鄄
jiang 渊16.0%冤, Rucheng of Hunan 渊5.0%冤, Huazhou of Guangdong渊6.3%冤, Shangsi of Guangxi 渊39.1%冤 and Wuzhishan
of Hainan 渊25.0%冤. Conclusion Natural nidi of A. cantonensis have been found in seven provinces where natural in鄄
fection in P. canaliculata has been detected.

揖Key words铱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曰 Pomacea canaliculata曰 Natural nidus曰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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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管圆线虫 渊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冤由我
国陈心陶教授于 1933年在广州发现而得名咱1暂袁 成虫寄
生于终宿主鼠类的肺动脉内遥 20世纪 70年代袁 该虫
主要分布于全球南北纬 23毅范围内的热带地区咱2暂袁 但目
前在太平洋尧 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及沿岸国家袁 甚至纬
度较高的地区也发现有广州管圆线虫的自然疫源地遥
该虫第芋期幼虫侵入人体可引起广州管圆线虫病遥 至今袁
全球累计病例数已超过 2 800例咱3暂遥 我国大陆自 1984
年在广东首次报告确诊病例以来咱4暂袁 各省及台湾地区
不断有该病暴发事件发生咱5暂遥 2006年仅北京市发生的
病例数就多达 160例咱6暂遥 目前该病不但是我国新发的
人兽共患病袁 也是我国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遥 本研
究利用有效累积温度模型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袁
初步确定我国广州管圆线虫及其主要传播媒介的可能

分布范围袁 并通过现场调查进一步验证袁 现报告如下遥
调查对象与方法

1 主要传播媒介的确定

系统回顾 1979-2008年中国知网尧 万方和维普数
据库等收录的杂志袁 以及正式出版的相关书籍报道的
我国大陆的广州管圆线虫病病例和集体暴发感染的文

献袁 筛选后统计分析我国大陆广州管圆线虫病病例数
及相关信息袁 确定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主要传播媒介
的种类遥

2 广州管圆线虫分布预测图的绘制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寄生虫有效累积温度模

型的构建方法咱7袁8暂袁 确定广州管圆线虫及其主要中间宿
主渊小管福寿螺袁 Pomacea canaliculata冤的发育零点温
度和有效累积温度遥 小管福寿螺的全世代发育零点温
度为 11.67 益袁 有效累积温度为 1 404.10日度遥 环境
温度超过 15.04 益时袁 小管福寿螺体内的广州管圆线
虫才能启动发育咱7暂遥 完成由第玉期幼虫到第芋期幼虫
的发育袁 需要的有效累积温度为 262.53日度咱7暂遥 再根
据 1950-2000年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对我国大陆 193个
气象站的记录数据袁 建立主要中间宿主和广州管圆线

虫有效累积温度模型袁 预测我国广州管圆线虫及其主
要中间宿主的潜在分布袁 并运用 AcrGIS9.1软件绘制
预测的分布图遥

3 区域抽样点的确定

利用区域栅格抽样法袁 将预测的广州管圆线虫分
布区域划分成面积为 40 km 伊 40 km的栅格袁 按照栅
格总数 5豫的比例进行计算机随机抽样袁 共随机抽取
55个调查点渊村冤袁 进行广州管圆线虫各种中间宿主
的自然感染情况调查遥

4 抽样点调查与复核

确定调查点后袁 在规定时间 渊2006 年 9耀10 月
间冤 统一调查或复核遥 每个调查点以行政村为单位袁
进行主要中间宿主分布调查及感染情况调查遥
4.1 主要中间宿主分布调查 在抽样调查点中袁 捕
获主要中间宿主袁 记录捕获数量与孳生环境特征遥
4.2 主要中间宿主感染率调查 随机抽取 100个捕
获的中间宿主袁 采用野肺检查法冶结合野酶消化法冶或
野匀浆法冶进行检查咱9暂袁 以确定感染率遥

结 果

1 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先后暴发广州管圆线虫病 9次 渊病例数
大于 5 例冤袁 其病例数占总发病人数 渊382 例冤的
88.22%遥 9次暴发事件中袁 食用水生的小管福寿螺咱10暂

引起 8次袁 食用陆生的褐云玛瑙螺渊Achatina fulica冤
引起 1次渊表 1冤遥 这两种螺均被国家环境保护局列为
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遥 褐云玛瑙螺为陆生软体动
物袁 适生环境比小管福寿螺严格袁 故分布范围局限且
扩散速度较小管福寿螺缓慢遥 另外袁 小管福寿螺的市
场销售量大尧 食用人数多袁 因此袁 本研究以小管福寿
螺为主要研究对象遥

2 预测模型的构建

运用 AcrGIS9.1软件绘制我国大陆小管福寿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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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数No. personsinfected
65

8
9

13
25

9
160

6
41

表 1 我国大陆广州管圆线虫病暴发情况
Table 1 Outbreaks of angiostrongyliasi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年份Year
1997
2002
2002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地点Location
浙江温州Wenzhou袁 Zhejiang
福建长乐Changle袁 Fujian
福建福州Fuzhou袁 Fujian
福建福州Fuzhou袁 Fujian
云南昆明Kunming袁 Yunnan
云南昆明Kunming袁 Yunnan
北京Beijing
广东肇庆Zhaoqing袁 Guangdong
云南大理Dali袁 Yunnan

原因Source of infection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褐云玛瑙螺
A. fulic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食用小管福寿螺
P. canaliculata

参考文献Reference
咱11暂
咱12暂
咱13暂
咱14暂
咱15暂
咱16暂
咱6暂
咱17暂
咱18暂

广州管圆线虫分布预测图 渊图 1袁 2冤遥 预测出广东尧
广西尧 海南尧 福建尧 浙江尧 江西尧 湖南尧 湖北尧 贵
州尧 重庆尧 上海尧 江苏尧 安徽尧 山东尧 河南尧 山西尧
陕西尧 四川和云南等 19个省渊市尧 区冤 为小管福寿螺
的潜在分布区域遥 预测出除了西部高原和东北部分地
区以外袁 均为广州管圆线虫的潜在分布区域遥

3 小管福寿螺分布范围

通过综合考虑我国大陆小管福寿螺及广州管圆线

虫分布的预测图袁 对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
的分布进行预测遥 在预测的潜在分布小管福寿螺的

19个省 渊市尧 区冤中袁 广东尧 广西尧 海南尧 福建尧 浙
江尧 江西尧 湖南和云南等 8个省 渊区冤袁 通过这次调
查与复核已得到证实遥
调查发现袁 福建尧 江西尧 浙江尧 湖南尧 广东尧 广

西和海南等 7个省 渊区冤 11个点 渊村冤 有广州管圆
线虫自然感染袁 占调查点总数的 20.0豫 (11/55) (表
2)袁 与小管福寿螺调查结果一致 渊表 3冤遥 除云南省外袁
其余 7个省渊市尧 区冤 均已证实为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
源地渊图 3冤遥

讨 论

鼠类是广州管圆线虫的适宜终宿主袁 螺类等软体
动物是其适宜中间宿主袁 在自然界中袁 广州管圆线虫
通过野鼠鄄螺鄄鼠冶完成生活史遥 人可以通过生食含有广
州管圆线虫第芋期幼虫的螺或鱼虾等而感染袁 因此袁
广州管圆线虫病是通过中间宿主或转续宿主传播而流

行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遥
近年来袁 由于外来物种小管福寿螺的入侵和不断

扩散蔓延袁 以及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袁 广州管圆线虫
病病例数尧 暴发次数逐步增加袁 造成的社会影响逐步
扩大袁 因而引起人们的重视袁 并被列为我国新发传染
病遥 小管福寿螺为水生螺类袁 1978年前后才作为食
用螺从南美洲引进我国台湾袁 1981年传入我国广东等
南方省份袁 随后由南向北迅速扩散蔓延袁 分布范围不
断扩大袁 现在不仅是广州管圆线虫的重要中间宿主袁
还是我国南方水生农作物的重要有害生物物种咱19暂遥
2003年袁 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布的首批 16种外来入侵

图 2 基于有效累积温度模型的小管福寿螺分布预测图
Fig.2 Predicted distribution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based on degree鄄day model

一年内不能完成一代 <1 generation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一代 1 generation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二代 2 generations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三代及三代以上 逸3 generations in one year

福寿螺发育历代数Generations of Pomacea canaliculata in one year

图 1 基于有效累积温度模型的广州管圆线虫分布预测图
Fig.1 Predicted distribution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based on degree鄄day model

广州管圆线虫发育代数Generations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one year
一年内不能完成一代 <1 generation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一代 1 generation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二代 2 generations in one year
一年内可以完成三代及三代以上 逸3 generations in on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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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中袁 小管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都名列其中遥 褐云
玛瑙螺虽然也是广州管圆线虫的重要中间宿主袁 但它
是陆生软体动物袁 其分布范围及其扩散速度相对受到
限制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选取扩散速度快及分布范围
广的小管福寿螺作为广州管圆线虫病传播媒介的代表

更具实际意义遥
由于我国将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新发传染病的时

间不长袁 该病病例总数不多袁 对其流行因素的相关研
究尚具局限性袁 其自然疫源地在我国的分布仍未全面
了解袁 要控制和阻断其传播还有很大的难度遥 本研究
绘制了我国大陆广州管圆线虫分布的预测图袁 通过预

测发现并反证了该病及其病原在我国自然界的分布袁
这一研究方法为现场调查节约了大量资源袁 为研究新
发传染病流行特征及规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遥
本研究预测出我国大陆 19个省渊市尧 区冤 为可能

的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袁 通过现场调查证实福
建尧 江西尧 浙江尧 湖南尧 广东尧 广西和海南等 7个省
渊市尧 区冤 为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袁 其余12个调查
省 渊市尧 区冤 为潜在流行区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上
小管福寿螺沿水系的扩散袁 这些尚未发现小管福寿螺
孳生的区域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遥
致谢 感谢贵州尧 重庆尧 四川尧 上海尧 湖北尧 河南尧 甘肃尧 陕西等省
渊市冤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 江苏尧 安徽尧 云南尧 山东等省寄生虫病防
治研究所对调查工作的支持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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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省份调查点分布及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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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i at province level

省份Province
安徽 Anhui
福建 Fujian
甘肃 Gansu
广东 Guangdong
广西 Guangxi
贵州 Guizhou
海南 Hainan
河南 Henan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江苏 Jiangsu
江西 Jiangxi
陕西 Shaanxi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浙江 Zhejiang
重庆 Chongqing
上海 Shanghai
山东 Shandong
合计 Total

调查点数No. survey site
3
1
2
3
4
2
3
2
4
5
3
2
1
3
7
5
3
1
1

55

阳性调查点数No. positive
0
1
0
1
4
0
3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11

表 3 7省渊市尧自治区冤小管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情况
Table 3 Prevalence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Pomacea

canaliculata in 7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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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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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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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Prevalence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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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25.0
21.0
19.9
16.0
7.1
6.3
5.0
1.4
1.8

图 3 我国大陆广州管圆线虫病抽样调查点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d survey sites for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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