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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旋毛虫病的流行历史与现状

徐冬梅　崔晶　王中全

　　【摘要】　在亚洲４８个国家中，１１个（２２．９２％）的家养动物有旋毛虫感染，１４个（２９．１７％）存在有
野生动物的旋毛虫感染，１８个（３７．５％）有人体旋毛虫病的报道。该文对旋毛虫病在亚洲国家的地理分
布、流行历史与现状、感染来源及致病虫种等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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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毛虫病（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ｏｓｉｓ）是由毛形线虫属
（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引起的一种食源性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主要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旋毛虫幼虫囊包的猪肉及

其他动物肉类所致。旋毛虫病呈世界性分布，目前

在全世界１９８个国家（或地区）中，６６个有动物或人
体感染旋毛虫的报道［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欧共体每
年约发生３０００～５０００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全世界发
生了１４７次人体旋毛虫病暴发，发病５６９０例，死亡
５例，病例主要来自东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及波兰等）、南美（阿根廷）与亚洲

（中国、老挝等）［２］。目前，国际上已将毛形线虫属

分为 ８个种和 ４个分类地位尚未确定的基因型
（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Ｔ６、Ｔ８、Ｔ９、Ｔ１２）［３４］。８个种分别是旋
毛形线虫（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ｓｐｉｒａｌｉｓ，Ｔ１）、乡土旋毛虫（北
方旋毛虫，Ｔ．ｎａｔｉｖａ，Ｔ２）、布氏旋毛虫（Ｔ．ｂｒｉｔｏｖｉ，
Ｔ３）、伪旋毛虫（Ｔ．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ｉｒａｌｉｓ，Ｔ４）、穆氏旋毛虫
（Ｔ．ｍｕｒｒｅｌｌｉ，Ｔ５）、纳氏旋毛虫（南方旋毛虫，Ｔ．ｎｅｌ
ｓｏｎｉ，Ｔ７）、巴布亚旋毛虫（Ｔ．ｐａｐｕａｅ，Ｔ１０）、津巴布韦
旋毛虫（Ｔ．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ｎｓｉｓ，Ｔ１１），而每种旋毛虫的地
理分布、宿主及对人体的致病作用等并不完全相同。

旋毛虫病对公共卫生、社会经济及肉类贸易均有严

重影响，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对养猪业也可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已将其列入再次出现的疾病

（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５］。
近年来在欧盟一些国家已发生了多起因食入由

旅游、探亲、访友者从东欧或北美国家携带或邮寄入

境的猪肉、其他动物肉类及肉制品而引起的旋毛虫病

暴发［６８］。２００５年法国发生了一起因食用来自加拿
大的熊肉而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１７人发病。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年，德国发生７次因旅游、探亲者携带入境的野
猪肉所致的旋毛虫病暴发。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

高、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前往周边国

家旅游、从事国际贸易或劳务输出等出国人员逐年增

多。旋毛虫病非流行区的居民在流行区感染了旋毛

虫返回原籍后发病，因当地医生对本病多不认识，常

造成误诊、误治。此外，出国人员将周边国家的肉类

或肉类制品带回国内亦有可能导致旋毛虫病在当地

暴发。关于旋毛虫病在我国的流行情况已有专题报

道［９］，鉴于此，现将旋毛虫病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

分布、流行现状、感染来源、致病虫种等综述如下。

１　东亚
１．１　韩国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在韩国首次发现了因食生獾肉而引
起的人体旋毛虫病暴发，３人发病，１例患者的腓肠肌
活检标本中发现卷曲的线虫幼虫，３例患者的血清抗
旋毛虫抗体均为阳性。２００１年２月又发生了１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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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野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从这２次暴发中
获得的旋毛虫分离株，经ＰＣＲ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性（ＰＣ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ＰＣＲ
ＲＦＬＰ）与多重 ＰＣＲ，均鉴定为 Ｔ．ｓｐｉｒａｌｉｓ［１０１１］。１９９６
年，应用ＥＬＩＳＡ对来自７个养猪场的８０３份猪血清样
本进行旋毛虫抗体检测，发现９份可疑与１份阳性，
但随后进一步应用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检测，发现９份血清
均不能识别旋毛虫肌幼虫排泄分泌抗原（ｅｘｃｒｅｔｏｒｙ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ａｎｔｉｇｅｎ，ＥＳ）的任何组分，因此认为在韩国养
猪场内饲养的生猪无旋毛虫感染［１２］。

１．２　朝鲜
目前关于朝鲜旋毛虫病的资料很少，２００７年２

月，中朝边境口岸———集安口岸对居民从朝鲜携带

入境的７只白条狗狗肉进行旋毛虫检疫，发现有２
只感染旋毛虫，但未对虫种进行鉴定［９］。

１．３　日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应用人工消化法对北海道捕获

的红狐、貉、棕熊、貂及其他食虫类动物进行了检查，

发现狐、貉、棕熊的旋毛虫感染率依次为 １３．８％
（４４／３１９）、７．８％（６／７７）及 ３．２％（４／１２６），其他动
物为阴性；经多重 ＰＣＲ与 ＤＮＡ测序证实从北海道
东北部Ｏｔｏｆｕｋｅ一只狐肌肉内分离的幼虫为乡土旋
毛虫，从北海道西部地区其他 ２７只动物（包括 ２１
狐、２只貉及４只棕熊）肌肉内分离的幼虫为 Ｔ９基
因型［１３］。在日本本岛，Ｔ９基因型为野生食肉动物
旋毛虫病的主要病原体，以前从日本黑熊和貉体内

分离出的虫株在实验室条件下因可与布氏旋毛虫杂

交，曾被误认为是布氏旋毛虫，后来经鉴定亦属于

Ｔ９基因型［１４］。因此，目前在日本存在乡土旋毛虫

与Ｔ９基因型。在日本，感染旋毛虫的野生动物包括
红狐、日本黑熊、棕熊、貉及家犬。自１９５７年首次报
道因食狗肉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以来，已发生３次
因食野生动物肉类（黑熊肉与棕熊肉）引起的旋毛

虫病暴发［１５］。目前尚无家猪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２　东南亚
２．１　越南

１９６８—２００４年，在越南西北部地区发生了３次因
食生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累计有６８人发病，死
亡６人。其中，２００４年９月越南北部发生了一次因食
生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２０人发病，提示在越南
北部地区存在有旋毛虫的家养动物环。２００８年６月

在越南北部ＳｏｎＬａ省又发生了一次旋毛虫病暴发，
２２人发病，死亡２人，是因食入了由当地居民家庭饲
养的生猪屠宰后用生肉制作的当地食物“ｌａｐ”而感染
的［１６］。随后，在该地区应用旋毛虫肌幼虫排泄分泌

抗原对１０３５头散养猪的血清进行ＥＬＩＳＡ检测表明，
２０６头猪（１９．９％）旋毛虫抗体阳性，对其中７６头血
清抗体阳性的猪肉进行人工消化法检查，１１头猪发
现了旋毛虫幼虫，经多重ＰＣＲ鉴定为Ｔ．ｓｐｉｒａｌｉｓ，首次
证明了在越南的家猪中存在有旋毛虫的家养动物

环［１７］。目前缺少野生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２．２　老挝
１９７５年，在老挝首都万象首次发生了３２人因食

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之后３０年间无旋毛虫病
的报道。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老挝中部与北部地区分别发生
了一起因食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分别有２２人
与６５０人患病，并在当地饲养的家猪肉中发现了旋毛
虫，葬礼或婚礼上食入生的或发酵的酸猪肉是当地居

民感染旋毛虫的主要方式［１８１９］。从患者活检与感染

家猪获得的２个旋毛虫分离株，经国际旋毛虫参考中
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ｅ，ＩＴＲＣ）鉴
定为Ｔ．ｓｐｉｒａｌｉｓ，由此认为在老挝北部散养的家猪中
Ｔ．ｓｐｉｒａｌｉｓ的感染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２．３　柬埔寨
在对柬埔寨农村人口进行的旋毛虫病血清流行

病学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有抗旋毛虫抗体，但目前

缺少人与动物感染旋毛虫的报道。

２．４　泰国
在泰国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家养动物

（猪与犬）与人体的旋毛虫感染是常见的。１９６２—
２００６年已报道１３５次旋毛虫病暴发，发病７３４０人，
死亡９７人，当地旋毛虫病的发病率约为 ０．０４／１０
万［２０］。其中在１９６２—１９７１年，在与缅甸及老挝接
壤的泰国西北部发生了１０次暴发（发病 ７６４人，死
亡５４人），８次因食入猪肉所致，另２次分别与食入
野猪肉与豺肉有关［２１］。至１９７５年底，泰国卫生部
报道了１１８次暴发（发病５４００人，死亡９５人）。应
用同工酶分析方法对从患者肌肉活检标本中获得的

虫体进行分析后，鉴定为旋毛形线虫。据估计，泰国

北部山区在庆祝泰历新年期间，每年约有２００～６００
人感染旋毛虫。在当地的家鼠、野猪、黑熊及松鼠均

发现有旋毛虫的感染，并已发生因食猪肉、野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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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肉和松鼠肉而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暴发［２２］。旋

毛虫幼虫在营养细胞中可进行无氧代谢，成囊幼虫

在高度腐败的肉中也可存活２～３个月；将感染旋毛
虫的猪肉埋藏在３０、５０、１００ｃｍ深的地下９０ｄ，猪肉
中的旋毛虫肌幼虫仍有活性。松鼠饥饿时可吃动物

尸体的腐肉，故松鼠等啮齿动物亦可感染旋毛虫。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在泰国南部地区首次发生了因
食生野猪肉而引起的伪旋毛虫病暴发，５９人发病，１
人死亡［２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在泰国北部地区发生了
２次因食野猪肉引起的巴布亚旋毛虫病暴发，分别
有２８人和３４人发病［２４２５］。在１９９１年之前，当地已
发生 ２次因食蜥蜴属巨蜥科蜥蜴（Ｖａｒａｎｕｓｎｅｂｕｌｏ
ｓｕｓ）与龟而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虽然当时未对旋
毛虫的虫种进行鉴定，推测亦是由巴布亚旋毛虫引

起的，故爬行类和冷血脊椎动物是当地人体旋毛虫

病的另一个传染源。

目前，在泰国已发现３种旋毛虫，即旋毛形线
虫、伪旋毛虫及巴布亚旋毛虫，且均已有引起人体旋

毛虫病暴发的报道。在泰国有９个因食野猪肉引起
的人体旋毛虫病流行区。旋毛虫病在泰国的暴发主

要集中在北部农村地区，因当地居民有生食或半生

食肉类的习惯，感染来源主要是居民饲养的小山猪

肉或野猪肉。

２．５　缅甸
在缅甸存在家猪感染旋毛虫，但不清楚家猪的

旋毛虫感染率，也未对旋毛虫虫种进行过鉴定［２６］。

目前缺少人体与野生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２．６　马来西亚
目前，在马来西亚尚无动物或人感染旋毛虫的报

道，但１９９８年有６批共８４名新加坡师生在邻近的马
来西亚岛屿旅游期间因半生食肉类而引起旋毛虫病

暴发，对其中３３名师生进行临床与血清学检查，结果
２５人感染旋毛虫，但未鉴定出感染来源［２７］，提示在当

地的家猪中可能存在旋毛虫的感染。

２．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３年在巴厘岛对１９０名儿童与青少年进行的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当地旋毛虫抗体阳性率

为１９．５％［２８］。１９８９年３名意大利游客因在巴厘岛食
入猪肉而患旋毛虫病。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７２年发现在苏门
答腊岛北部的家猪感染旋毛虫。因印度尼西亚由众

多岛屿组成，在家猪、野猪等哺乳动物以及鳄鱼与蜥

蜴属巨蜥科动物可能存在有巴布亚旋毛虫的感染。

３　南亚
３．１　印度

在印度的家猫、椰子猫、果子狸及家猪等发现有

旋毛虫的感染，鼹形鼠有伪旋毛虫的感染。１９９６
年，印度报道了第１例人体旋毛虫病［２９］，但此后再

未见本病的报道。

３．２　尼泊尔
２００５年在尼泊尔农村有散养猪的地区，对４２５

份猪血清样本应用旋毛虫肌幼虫 ＥＳ抗原 ＥＬＩＳＡ进
行血清学检测，阳性样本再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证实，发
现２份血清旋毛虫抗体阳性，阳性率为０．４７％。随
后在加德满都谷地的４个生猪屠宰场，对４００头猪
应用上述方法进行血清学调查，同时应用消化法进

行病原学检查，发现猪旋毛虫抗体阳性率为１％（４／
４００），但消化法未发现旋毛虫幼虫［３０３１］。因此，目

前不能证实在尼泊尔存在旋毛虫的家养动物环。在

尼泊尔缺少野生动物感染旋毛虫的报道。

４　中亚
４．１　哈萨克斯坦

有报道哈萨克斯坦的红狐、沙狐、豺、狼、貂、野

猫、山猫及野猪感染乡土旋毛虫与布氏旋毛虫，沙

狐、乌鸦及鹰感染伪旋毛虫［３２］。在该国有因食野猪

肉而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

４．２　乌兹别克斯坦
在乌兹别克斯坦有豺感染布氏旋毛虫的报道，

并存在旋毛虫的自然疫源地，１９６５年曾发生过一次
因食野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３３］，但目前缺少家

养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４．３　吉尔吉斯斯坦
曾在１只红狐肌肉内发现乡土旋毛虫，但目前

缺少人与家养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４．４　土库曼斯坦
在土库曼斯坦仅有豺感染布氏旋毛虫的报道，

目前缺少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４．５　塔吉克斯坦
在塔吉克斯坦有红狐感染布氏旋毛虫的记载，

·２５·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８卷第１期　ＩｎｔＪＭｅ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Ｄｉ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３８，Ｎｏ．１



目前缺少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感染旋毛虫的资料。

５　西亚
５．１　阿富汗

在阿富汗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如狼、红狐、豺、

山猫、猫鼬、刺猬等）感染旋毛虫，但未鉴定虫种，目

前尚未发现家养动物与人感染旋毛虫的报道。

５．２　伊朗
在伊朗的里海附近地区，感染旋毛虫的野生动

物有豺、如狼、红狐、流浪犬、棕熊、野猫及野猪等；在

伊斯法罕地区，在流浪犬、豺、红狐、斑点土狼及一种

啮齿类动物（Ｍｅｒｉｏｎｅｓｐｅｒｓｉｃｕｓ）发现有旋毛虫感
染［３４］。２００９年在伊朗的豹肌肉中发现了布氏旋毛
虫［３５］，这是在亚洲国家豹体内首次发现布氏旋毛

虫。同年，在伊朗野猪体内获得的旋毛虫分离株鉴

定为穆氏旋毛虫，而穆氏旋毛虫仅分布于新北区

（包括北美洲寒带及格陵兰），随后国际旋毛虫参考

中心将该分离株进一步鉴定为分布于古北区（包括

欧洲、亚洲北部、阿拉伯北部以及非洲的撒哈拉以

北部分）的布氏旋毛虫，导致鉴定错误的原因是测

序错误、缺少对照虫种及仅应用了 １个分子标志
（５Ｓ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序列）［３６］。１９６６年伊朗曾发
生过１例因食野猪肉而引起的旋毛虫病，２００８年在
吉兰省发生了一次因食野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

发。目前在伊朗发现有２种旋毛虫的存在，即旋毛
形线虫与布氏旋毛虫。但目前尚无家养动物感染旋

毛虫的报道。

５．３　叙利亚
在叙利亚曾发生过因食野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

暴发，但目前缺少当地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感染旋

毛虫的资料。

５．４　黎巴嫩
自１８８１年在黎巴嫩首次发生旋毛虫病暴发以

来，至１９９７年至少已发生了６次旋毛虫病暴发，均
因食猪肉或野猪肉所致。１９８２年在黎巴嫩南部地
区的有６４４０人的 ４个村庄，发生了一次旋毛虫病
暴发，估计１０００多人发病，因食入含有生猪肉的当
地风味食品“ｋｅｂｂｅｈｎａｙｙｅｈ”所致［３７］。在１９９５年圣
诞与新年期间，在黎巴嫩南部一个村庄又发生了一

次暴发，约有２００人发病，传染源是当地一个屠户的
猪肉，所有患者均食入了含有生猪肉的当地风味食

品“ｋｕｂｅｎｉｙｅ”，从患者吃剩的猪肉中检查出了成囊
的旋毛虫幼虫［３８］。虽然在当地的野生动物中可能

存在有布氏旋毛虫，但目前缺少当地家养动物与野

生动物感染旋毛形线虫及虫种鉴定的资料。

５．５　以色列
在以色列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居民及从泰国来

的移民中，已发生６次因食野猪肉而引起的人体旋
毛虫病暴发［３９４０］。在以色列的旋毛虫病非流行区，

人体旋毛虫病主要见于外来人口，２００２年２—３月
在以色列工作的１２０名泰国农业工人中发生一起旋
毛虫病暴发，发病３０人。在以色列已发现野猪的旋
毛虫感染，豺的旋毛虫感染率达４０％，当地野生动
物感染的虫种可能是布氏旋毛虫。目前未发现家养

动物感染旋毛虫的报道。

５．６　土耳其
在土耳其的家猪及野猪发现有旋毛虫的感染，

１９７７—２００３年在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及安塔利亚各
发生了１起因食野猪肉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暴发，
分别有１３、７及４０多人患病［４１］。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土
耳其西部的 Ｉｚｍｉｒ市 ３个相邻的穆斯林社区，共有
１０９８人在３个不同的餐馆或从街道流动售货者购
买并食入了未煮熟的“ｃｉｇｋｏｆｔｅ”，结果发生了一起
人体旋毛虫病暴发，６００多人发病。“ｃｉｇｋｏｆｔｅ”是
当地的一种风味小吃，原本应该用牛肉制作，而此次

暴发是因“ｃｉｇｋｏｆｔｅ”加工者在牛肉中非法掺入了猪
肉所致［４２］。随后的进一步研究证实此次暴发是因

布氏旋毛虫所致。对４７例１７岁以下儿童的临床研
究表明，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腹痛、肌痛、

面部或／和眼睑水肿、皮疹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等，
但上述表现的发生率在儿童与成人明显不同，肌

痛在儿童与成人的发生率分别为６６％ 与９６％（Ｐ＜
０．０１），面部或（和）眼睑水肿分别为 ５７％与 ８６％
（Ｐ＜０．０５），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分别为５２％与９６％
（Ｐ＜０．０１），结果表明布氏旋毛虫病呈良性病程，儿
童的临床表现较成人轻［４３］。

６　北亚
虽然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但其部分领土位于

亚洲北部，旋毛虫病在其亚洲地区亦常有暴发。

１９９８年在堪察加半岛发生了一起因食犬肉引起的
旋毛虫病暴发，１５人发病。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在俄罗斯
东北部（包括Ｐｒｉｍｏｒｓｋｙ地区）发现的旋毛虫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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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食熊肉引起者占９０．０７％（１３６／１５１），犬肉占
９．９３％（１５／１５１）。其中１９９９年在萨哈共和国发生
的一起旋毛虫病暴发，８０人发病。２００２年在 Ｐｒｉ
ｍｏｒｓｋｙ地区发生的一起暴发，发病５６人［４４］。２００５
年２月２日在新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一起因食烤獾
肉而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２５人发病。

７　影响旋毛虫病流行的因素
７．１　食肉习惯

近年来旋毛虫病在美国的发病率逐年下降［４５］，

但旋毛虫病在美国的东南亚移民中的发生率则较高，

如在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间，东南亚移民患旋毛虫病的人
数比美国本地居民高２５倍，虽然来自柬埔寨和老挝
的移民在整个东南亚移民中不到５０％，但柬埔寨与
老挝移民患旋毛虫病的人数则占东南亚移民患该病

人数的９０％以上［４６］。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４日，来自美国６
个洲及加拿大的１２５名东南亚移民在美国衣阿华州
得梅因市参加一次婚礼时，因食入了不熟的猪肉香

肠，结果于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１日至９月３日发生了美国
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暴发，９０人（７５％）感染了旋毛虫
病，该次暴发是过去１５年中在美国的９０万东南亚移
民中发生的第４次暴发［４７］。从老挝和柬埔寨去美国

的移民，因喜欢吃生的或半加工的猪肉使患旋毛虫病

的危险性更大［４８］。

７．２　旅游
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当地居民无生食或半生

食肉类的习惯，旋毛虫感染者主要是外来的旅游人

员。如１９８９年３名意大利游客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因食猪肉而患旋毛虫病。１９９８年２５名新加坡师
生在马来西亚岛屿旅游期间因半生食肉类而引起旋

毛虫病暴发。１９９７年，日本一名男青年来中国旅游
时因食熏熊肉而感染旋毛虫病［４９］。在泰国，亦有因

到老挝旅游而患旋毛虫病的报道。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５—２３日，云南省普洱市组织５７人在老挝访问期
间因生食或半生食种类不明的动物肉类，４９人回国
后平均１７ｄ（１５～２０ｄ）发病，血清旋毛虫抗体均为
阳性，５例活检发现旋毛虫幼虫，此为我国发生的第
一起输入性旋毛虫病暴发。２００８年７月在台湾省
发生了一起因食生龟肉而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８
例患者中有３人是日本游客，致病虫种可能是巴布
亚旋毛虫或津巴布韦旋毛虫［５０］。

７．３　发病季节

旋毛虫病可见于一年四季。然而，旋毛虫病在黎

巴嫩的暴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暴发时间主要集中在

圣诞节与新年期间，可能与当地农村冬季生猪屠宰量

增多，猪肉未经旋毛虫检疫及居民习惯食用含有生猪

肉的当地风味食物有关。旋毛虫病在泰国的暴发主

要发生于当地的传统节日如泰国北部的春节、泰历新

年、结婚庆典或其他节日期间。旋毛虫病在老挝的暴

发主要是当地居民在葬礼或婚礼上食入了生的或发

酵的酸猪肉所致，这种感染方式与我国云南、广西等

西南地区居民感染旋毛虫的方式相同。

８　结语
在亚洲４８个国家中，１１个国家（２２．９２％）发现

家养动物的旋毛虫感染，１４个国家（２９．１７％）存在
野生动物的旋毛虫感染，１８个国家（３７．５％）有人体
旋毛虫病的报道。在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中，多

数已有动物旋毛虫病的流行，其中在老挝、越南等国

家的流行较为严重，并已发生了多起人体旋毛虫病

的暴发。在毛形线虫属的８个旋毛虫虫种和４个基
因型中，在亚洲国家已发现毛形线虫、乡土旋毛虫、

布氏旋毛虫、伪旋毛虫、巴布亚旋毛虫等５个种与１
个基因型（Ｔ９基因型）。我国除了有旋毛形线虫与
乡土旋毛虫外，在台湾省可能还存在巴布亚旋毛虫

或津巴布韦旋毛虫。因此，在边境口岸对批量进口

的活动物、肉类及肉制品应进行严格的旋毛虫检疫；

对出境人员回国时个人携带或邮寄入境的肉类及肉

制品也应加强旋毛虫的检疫，以确保肉类食品安全，

并防止目前在我国未发现的其他种旋毛虫传入国

内。对出境旅游人员应加强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的

食肉习惯和烹饪方法，不生食或半生食猪肉及其他

动物肉类和肉制品，以预防旋毛虫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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