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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源性线虫病曾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寄

生虫病!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

<=>=

年!浙江省首次人体寄生虫分布凋查显

示!蛔虫#钩虫#鞭虫#蛲虫在各县均存在!感染率分

别为
?&:&$!

#

!>:#=!

#

%&:!@!

和
!%:#%!

$

#

%

" 近年来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土源性

线虫感染率有不断降低的趋势!蛔虫#钩虫#鞭虫等

的感染率和感染度有了较大改变"

#==>

年调查结果

表明! 浙江省土源性线虫病总感染率为
#>:$!!

!蛔

&论著&

浙江省 !&&A'!&#& 年土源性线虫病
监测结果分析
张轩 余可根 夏生荣 陈华良 阮卫 姚立农﹡

!摘要" 目的 分析
!&&A

'

!&#&

年浙江省人群土源性线虫病感染状况和变化趋势!为制定防治策略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浙江省设立衢江区#平湖市#景宁县#开化县#松阳县等
A

个监测点!以当地居民为

监测对象!收集监测对象的粪便样本!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
BC/)8"C/)DE

检查蛔虫卵#鞭虫卵#钩虫卵!

$F<!

周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蛲虫卵" 根据
!&&A

'

!&<&

年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累计粪检
@ %%!

人 !

!&&A

'

!&<&

年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率依次为
<:$&G

#

!:$?G

#

?:&@G

#

>:&>G

#

%:>&G

和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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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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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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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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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化县
!"<"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低于
!""@

'

!""=

年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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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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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

!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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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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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宁县
!&&>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高于

!&&?

年及
!&&@

年
L !

!

I %:$@?

!

! J &:&A

)

!

!

I %:>A>

!

! J &:&AM

!两县都以钩虫感染为主" 结论 浙江省土源性

线虫总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但部分地区钩虫感染率仍较高!浙江省土源性线虫病流行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关键词" 线虫感染)土源性线虫病)感染)监测

!"# $%&'()**+,-( ., $.)*!/&+,$0)//(1 ,(0+/.1( ),2(3/).,$ ), 4"(5)6,7 8&.'),-( 1%&),7 9::;!9:<:

"#$%& '()*+ ,- ./!0/*+ '1$ 23/*0!45*0+ 6#7% #()!89)*0+ :-$% ;/9+ ,$< =9!*5*0

>

? "3/@9)*0 !45A9*!

B9)8 6/*C/4 D54 E9F/)F/ 65*C458 )*G !4/A/*C95*+ #)*0H35( IJKKLJ+ 639*)

>

6544/FM5*G9*0 )(C354N ,$< =9!*5*0+ 7O)98N P89*5*0QJRI?B5O

!

=>$/&?-/

"

@A5(-/)'( N8 /(/96D, )O, P500,() 1)/)51 /(- )0,(-1 8Q )O, 1829")0/(1R2)),- (,R/)8-, 2(Q,P)28(1

2( SO,T2/(U .08V2(P, Q08R !&&A )8 !&#& /(- W08V2-, 1P2,()2Q2P ,V2-,(P, Q80 )O, W0,V,()28( /(- P8()089 1)0/),U6:

B(/".1$ X)889 1/RW9,1 Y,0, P899,P),- Q08R 98P/9 0,12-,()1 0,P052),- Q08R Z5T2/(U4 .2(UO54 *2(U(2(U4 C/2 O5/

/(- X8(U6/(U 2( SO,T2/(U .08V2(P,: +8-2Q2,- C/)8"C/)D R,)O8- Y/1 51,- )8 ,[/R2(, ,UU1 8Q $FB)49F4 O88\Y80R4

S49B3(49F C49B39(4)4 /(- )O, R,)O8- 8Q P,99/WO/(, /(/91Y/] Y/1 51,- )8 ,[/R2(, ,UU1 8Q 7*C/45T9(F Q80 $"<!

6,/01 89- PO29-0,(: NO, 150V,299/(P, -/)/ 8Q 1829")0/(1R2)),- (,R/)8-,1 Q08R !""A )8 !"<" Y,0, P899,P),- /(-

/(/96D,-: C($%*/$ ^,P/9 1R,/01 ,[/R2(/)28( Y/1 P8(-5P),- 8( @ %%! W,8W9, P5R59/)2V,964 )O, 2(Q,P)28( 0/), 8Q

1829")0/(1R2)),- (,R/)8-,1 Y/1 <:$&G4 !:$?G4 ?:&@G4 >:&>G4 %:>&G /(- <:<=G Q08R !&&A )8 !&<&4 0,1W,P)2V,"

96: NO, 2(Q,P)28( 0/), 8Q 1829")0/(1R2)),- (,R/)8-,1 Y/1 12U(2Q2P/()96 98Y,0 2( !&<& )O/( )O81, Q08R !&&? )8 !&&=

L !

!

I %:AA$4 ! J &:&A_ !

!

I A>:&!$4 ! J &:&<_ !

!

I =%:$==4 ! J &:&<_ !

!

I %A:>AA4 ! J &:&<E: NO, 2(Q,P)28( 0/), 2(

C/2O5/ Y/1 12U(2Q2P/()96 98Y,0 2( !&<& )O/( )O81, Q08R !&&@ )8 !&&= L !

!

I<&>:=A@4 ! J &:&<_ !

!

I<<?:>=!4 ! J

&:&<_ !

!

!I %$:$=%4 ! J &:&<E4 /(- )O, 2(Q,P)28( 0/), 2( *2(U(2(U Y/1 12U(2Q2P/()96 O2UO,0 2( !&&> )O/( )O, 0,159)1

8Q !&&? /(- !&&@ L !

!

!I %:$@?4 ! J &:&A_ !

!

!I %:>A>4 ! J &:&AE: NO, 2(Q,P)28( 8Q O88\Y80R Y/1 )O, R/2( )6W, 8Q

2(Q,P)28( 2( )O, )Y8 /0,/1: D.,-*%$)., NO, 8V,0/99 2(Q,P)28( 0/), 8Q 1829")0/(1R2)),- (,R/)8-,1 1O8Y,- / -,"

P92(, )0,(- 2( SO,T2/(U .08V2(P,4 ]5) )O, 2(Q,P)28( 0/), 8Q O88\Y80R Y/1 1)299 O2UO 2( 18R, /0,/1: NO, ,W2-,R2P

12)5/)28( 8Q 1829")0/(1R2)),- (,R/)8-,1 O/1 ],,( P8()0899,- ]/12P/996 2( SO,T2/(U .08V2(P,:

!

E(F G.&1$

"

;,R/)8-, 2(Q,P)28(_ X829")0/(1R2)),- (,R/)8-,1_ '(Q,P)28(_ X50V,299/(P,

3`'

*

<&:$@?&aPR/:T:211(:<?@$"%<!!:!"<$:"<:""A

作者单位*

$<""A<

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b 通信作者*姚立农!

cR/29d692(8(Ue#?$:P8R

#=

! !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14 */(5/06 !&#$4 789:%&4 ;8:<

虫!鞭虫!钩虫!蛲虫的感染率分别为
=:>>?

!

%:>=?

!

%:&@?

和
<<:!%?

"

<

#

$ 为了解土源性线虫病感染分布

和变化情况%进一步推动全省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

作%浙江省从
!&&A

年开始每年开展土源性线虫病监

测工作%现将
!&&A

&

!&<&

年全省土源性线虫病人群

感染情况监测结果分析如下'

!

对象与方法

!"!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浙江省以区

县为单位%选择了衢江区!平湖市!景宁县!开化县!

松阳县
A

个监测点%随机抽取街道或乡镇作为监测

点调查土源性线虫虫种分类及感染情况' 调查对象

为年龄在
$

周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和居住满
<

年以上

的外来人口%外出
=

个月以上者除外'

!&&A

&

!&&B

年每个点调查不少于
$&&

人%

!&&@

&

!&<&

年每个点

调查人数增至
< &&&

人'

!"#

方法

收集每个监测对象的粪便样本%采用改良加藤

厚涂片法
CD/)8!D/)EF

检查蛔虫卵!鞭虫卵!钩虫卵(

$G#!

周岁儿童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蛲虫卵'

!"$

统计学分析

采用
HI2-/)/$:&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用
!&&&

年

全国人口标准年龄构成直接标化' 感染率的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

!J":"A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所有

数据用
K.KK<$:"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

感染情况

!""A

&

!"<"

年浙江省累计粪检
> %%!

人%土源

性 线 虫 的 感 染 率 依 次 为
<:$"?

!

!:$=?

!

=:">?

!

B:"B?

!

%:B"?

和
<:<@?

'

!"<"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显著低于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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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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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A

(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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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

!

!

M@%:$@@

%

! J &:&#

(

!

!

M %A:BAA

%

! J &:&#F

%但与
!&&A

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M

&:&%%

%

! " &:&AF

' 其中%

!&&>

&

!&#&

年以钩虫感染为

主 %

!&#&

年钩虫感染率比
!&&>

年下降了
@&:$&?

)表
9

*'

#"#

地区分布

衢江区
!&&A

&

!&&B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L !

!

M A:A>#

%

! " &:&AF

' 景宁县
!&&B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显著高于
!&&=

年及
!&&>

年
L !

!

M

%:$>=

%

! J &:&A

(

!

!

M %:BAB

%

! J &:&AF

% 该县以钩虫感

染为主 %

!&&=

+

!&&>

和
!&&B

年钩虫感染率分别为

#:=##

!

#:&@#

和
%:%!#

' 开化县
!&#&

年土源性线虫

感染率低于
!&&>

&

!&&@

年
L !

!

M #&B:@A>

%

! J &:&#

(

!

!

M ##=:B@!

%

! J &:&#

(

!

!

M %$:$@%

%

! J &:&#F

%其中
!&#&

年钩虫感染率低于
!&&>

&

!&&@

年
L !

!

M #%A:=#&

%

!J

&:&#

(

!

!

M #A$:$%&

%

! J &:&#

(

!

!

MA@:>$&

%

! J &:&#F

'松

阳县
!&&B

&

!&&@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L !

!

M #:=BA

%

! " &:&AF

)表
!

*'

表
!

浙江省
!&&A

&

!&#&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 ! NO, 2(P,Q)28( 1)/)51 8P 1829!)0/(1R2)),- (,R/)8-,1 2(

SO,T2/(U .08V2(Q, -502(U !&&A!!&<&

$

讨论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 生活水平' 浙江省地

处温带%气候温暖%人口稠密%适于寄生虫病传播流

行' 连续
A

年监测结果显示%

!&<&

年与
!&&=

&

!&&@

年相比%浙江省居民感染率明显下降%说明随着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卫生知识的提高%环境卫生设

施的改善%以及防治措施的加强%浙江省土源性线虫

病流行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人体寄生虫感染率受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

合影响"

!

#

' 本次调查发现%

!&&>

!

!&&B

年开化县居民

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分别为
<=:=>W

和
<>:!$?

%略

低于
!""A

年卫生部公布的全国的
<@:A=#

水平%表

明该县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这

与开化县地处半山区%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常用新鲜

大便作肥料浇灌田地%经常喝生水!赤脚下地等不良

卫生习惯以及感染者无明显症状而没有驱虫意识有

关'

!"<"

年% 开化县居民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

<:="?

%明显低于
!"">

&

!""@

年' 其中钩虫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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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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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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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人数

;8:

,=/>2(,-

感染人数

;8:

2(?,@),-

土源性线虫
A829!)0/(1>2)),- (,>/)8-,

表
!

浙江省监测点区
B

县
C

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 ! DE, 2(?,@)28( 1)/)51 8? 1829!)0/(1>2)),- (,>/)8-,1 2( )E, >8(2)802(F /0,/1 8? GE,H2/(F .08I2(@,

感染人数

;8:

2(?,@),-

感染率
BJC

'(?,@)28(

0/),KJC

蛲虫
!"#$%&'()*

感染人数

;8:

2(?,@),-

感染率
LJM

'(?,@)28(

0/),BJM

鞭虫
+%(,-)%(* #%(,-()%.

感染人数

;8:

2(?,@),-

感染率
BJM

'(?,@)28(

0/),BJM

钩虫
N88OP80>

感染人数

;8:

2(?,@),-

感染率
LQM

'(?,@)28(

0/),BJM

蛔虫
/*,.%(*

感染率
BJM

'(?,@)28(

0/),BJM

年份

R,/0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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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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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X

&

&:$<

&:!X

&:$$

&:$!

&

&:$<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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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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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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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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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T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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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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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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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WX

<:VU

$:&W

<:T<

<:!V

<:T$

<T:TX

!:UV

%:%!

<X:!$

X:X<

<:$W

<:T&

&:XW

!&&V

!&&V

!&&T

!&&T

!&&X

!&&X

!&&X

!&&U

!&&U

!&&U

!&&W

!&&W

!&<&

!&<&

衢江区
Y5H2/(F

平湖市
.2(FE5

衢江区
Y5H2/(F

景宁县
*2(F(2(F

衢江区
Y5H2/(F

景宁县
*2(F(2(F

开化县
Z/2E5/

衢江区
Y5H2/(F

景宁县
*2(F(2(F

开化县
Z/2E5/

开化县
Z/2E5/

松阳县
A8(F6/(F

开化县
Z/2E5/

松阳县
A8(F6/(F

明显下降! 从
!&&X

年的
#T:$$J

下降到
!&#&

年的

&:V&J

!这可能与
!&&X

"

!&&W

年连续
$

年对查出的

感染者进行驱虫及相关防护措施宣传有关# 而地处

丽水山区的景宁县
!&&U

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与

!&&T

年$

!&&X

年相比明显增高!该县以钩虫感染为

主!可能与当地农村地区以耕作为主!居民参加农田

劳动机会较多!有不良的生产方式$劳动习惯等有

关# 在我国尤其是在南方和中西部地区! 钩虫感染

仍十分严重%

$

&

! 因此应加大对钩虫病的防治力度#

虽然目前浙江省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有了一定

程度的下降!但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卫

生习惯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和农民卫生保健工作仍显滞后# 今后要继续加强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提高农民对寄生虫病

危害性的认识!加强个人卫生防护意识!引导和教育

群众逐步改变不健康的生活$饮食$卫生习惯!把土

源性线虫病防治纳入初级卫生保健的工作内容 %

%

&

!

从根本上预防寄生虫感染的发生# 同时应加快改善

农村卫生环境!特别是加快卫生厕所的建设!改善饮

水条件 !同时对重点人群进行查治 !以控制传染

源%

V

&

!切实降低浙江省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率!保护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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