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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岷县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流行
趋势分析
杨俊克　冯宇　李凡　陈生邦　杨成明　梁虹

【摘要】　目的　通过对甘肃省岷县国家级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和土壤蛔
虫卵检出率的连续监测，观察其流行趋势，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期间，每年
在岷县监测点整户调查１０００人，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测蛔虫、鞭虫虫卵，分析感染率；饱和硝酸钠漂浮
法检测土壤蛔虫卵；对调查的１０户土壤样品蛔虫卵计数与家庭成员蛔虫卵感染度做相关性分析。结果
　５年期间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由２０．３１％下降到１１．０８％，下降４４．２６％；０～１５岁组为高发病人群；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的分别是散居儿童，其次是幼托儿童和学生；证实调查户土壤蛔虫卵计数与蛔

虫感染度呈正相关，单侧ｔ检验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４０，Ｐ＜０．１０）。结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岷县监测点土
源性线虫感染率有明显下降，但仍在当地人群保持低发病率的流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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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源性线虫病（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ＴＮ）
是危害广大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土源性线虫病从卫

生角度反映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第一次全国寄生虫病分布调查显示，甘肃省蛔虫

总感染率为３７．５２％，处于全国中等水平；感染度每

克粪虫卵数（ｅｇｇｓｐｅｒｇｒａｍ，ＥＰＧ）算术均数为４３２０，
处于较低水平。１２岁以下儿童蛲虫感染率为
１５．６３％［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第二次全国寄生虫病分
布调查，甘肃省 ４３县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
１９．６０％，蛔虫平均感染率以两当县最高，为
３１．４６％，其次为武山县、文县和礼县，分别为
３０．００％、２９．９２％和２７．４３％，蛔虫总平均感染率为
１３．３３％，标化感染率１２．６７％，与全国感染率持平；
鞭虫感染率陇南市两县最高，达到２．２４％；１２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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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儿童蛲虫感染率为３３．２７％，以兰州市西固区最
高（８４．５６％），其次为岷县（７１．７６％）、凉州区
（５３．２６％）和合水县（５１．１６％），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２］。设立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的目的是：反

映当年全省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状况，确定重点流行

地区和重点需要保护人群；确定土源性线虫病的危

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预测土源性线虫病流行趋势，

预测寄生虫病服务需求，为实施定期干预确定重点

人群和重点地区，同时为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决策提

供基础数据。通过对重点人群服药驱虫，保障儿童

身体健康，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保障。环境土

壤蛔虫卵监测是环境卫生评价的重要指标，反映居

民感染蛔虫而发病的危险性。本次调查根据《全国

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对甘肃省岷县土源性线

虫病监测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监测数据进行流行病学
分析，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监测点基本情况

选择岷县寺沟乡绿沙村为国家级土源性线虫

病监测点。岷县位于甘肃省南部，下辖于定西市，

地处定西市、陇南市交界，东西狭长１２０ｋｍ，南北最
短处１５ｋｍ，辖１８个乡镇共４５．２３万人。由于地理
和自然因素限制，经济发展慢，主要产业以农业为

主。监测点处于县城南部１３ｋｍ，地处河谷地带，邻
近２１２国道，海拔２４１０ｍ，气候较为寒冷阴湿，居民
饮用水源为井水，厕所多为简易露天厕所，环境卫

生条件较差。

１．２　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法和标准
１．２．１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每年在监测点整户调查和收集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采集

１０００人粪便样品，采用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三检），
分别计数蛔虫受精卵和未受精卵，同时计数鞭虫

卵。计算感染率和感染度。对３～１２岁儿童采用透
明胶纸法检测蛲虫卵，以虫卵检出与否判断是否感

染蛲虫。

１．２．２　感染度的判断标准
蛔虫卵、鞭虫卵感染度所用指标为 ＥＰＧ，采用

ＷＨＯ规定的土源性线虫感染度分级方法，蛔虫卵
ＥＰＧ＜５０００为轻度，５０００＜ＥＰＧ＜４９９９９为中度，
ＥＰＧ≥５００００为重度；鞭虫卵ＥＰＧ ＜１０００为轻度，

１０００＜ＥＰＧ＜９９９９为中度；ＥＰＧ＞１００００为
重度。

１．２．３　土壤蛔虫卵检测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每年在监测点按家庭编号随机

选取１０户，分别采集庭院、菜地、厕所周边和厨房等
４类土壤样品各３０ｇ，采用饱和硝酸钠漂浮法分别
计数受精蛔虫卵、未受精蛔虫卵和活受精蛔

虫卵［３］。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录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统计分析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职业人群土

源性线虫感染率的差异；逐年比较并分析感染率变

化。采用单侧ｔ检验对住户土壤蛔虫卵检出活受精
卵与该家庭成员平均虫卵数作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５年持续监测显示，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由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０．３１％下降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１．０８％，下降
４５．４４％；２００９年为 １４．９３％，感染率出现反复，较
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２４％升高２１．７３％。此后表现持续下
降势态，至２０１０年下降为１１．０７％，比２００６年下降
４５．４９％。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年平均下降速度为
１４．１０％。

职业分布：２００６年散居儿童、学生和农民感染
率分别为３８．２４％、２７．５５％和１４．６９％，５年期间以
散居儿童感染率最高，其次是幼托儿童和学生。

年龄分布：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及 ２００９年监测数据显
示，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随年龄增高而降低，以低年

龄组（０～，５～岁组）为高发病人群。但 ２００８和
２０１０年监测结果以 ５～岁组最高，０～岁组次之，
１０～组及其它年龄组明显降低。

２．２　蛔虫感染情况分析
２．２．１　年龄分布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年监测数据表明，蛔虫感染
率随年龄增大感染率降低，仅２００８年的监测结果显
示２０～岁组感染率有所增高。总体来看，５～岁组
感染率最高，０～岁组次之，１０～岁组及其它年龄组
随年龄增加，人群蛔虫感染率降低（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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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文化程度
５年期间学龄前儿童感染率保持最高，其次为小

学生，其它依次为文盲半文盲、初中和高中（表３）。

２．２．３　监测点蛔虫感染度分析
５年期间，所调查人群蛔虫感染度以轻度感染

为主，中度感染次之，未发现重度感染。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轻度感染所占总感染数的比例依次为９０．００％、
９４．９３％、９１．２１％、９９．６７％和 １００％。轻度感染以
５～岁组感染率最高，０～岁组次之；中度感染以５～
岁组和１０～岁组最高，３０～岁组次之，总体变化趋
势为随年龄增加，感染度降低。

２．３　鞭虫感染情况分析
岷县监测点鞭虫感染率很低，５年间感染率均

在０．１％～０．６％内，感染度均属轻度感染。重点感
染人群为学生。年龄分布以１０～岁组和１５～岁组

为主要感染人群。２００７年的鞭虫感染率较２００６年
的０．３９％下降了 ７５％；２００９年略有回升，达到
０．６８％，为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４％（表１）。

２．４　３～１２周岁儿童蛲虫感染情况分析
３～１２岁儿童蛲虫感染率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呈逐年上升状态，２００８年升高明显，感染率由２００７年
的６．７１％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５９％，升高了１４７．２４％。
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年监测点未发现蛲虫感染者
（表１）。　　

２．５　土壤蛔虫卵污染情况
蛔虫卵污染以菜地最高，厕所周边次之，庭院

和厨房依次降低。２００６年总检出率为 ３５％，２００７
年为６５％，比２００６年升高７１．４１％；此后为下降势
态，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及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３８％、３０％和１５％
（图１）。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岷县监测点３种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ｂｙ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０

年度

Ｙｅａｒ

蛔虫

Ａ．ｌｕｍｂ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检查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鞭虫

Ｔ．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ａ

检查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蛲虫

Ｅ．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检查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０６ １０３４ ２１０ ２０．２１ １０３４ ４ ０．３９ ２５３ １３ ５．１４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４ １４９ １３．２５ １０３４ １ ０．１０ １６５ １１ ６．７１

２００８ １０１３ ９３ ８．９８ １０１３ １ ０．１０ ２２３ ３７ １６．５９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７ １４５ １４．６１ １０２７ ７ ０．６８ ８５ ０ 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０５ １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９６ ０ ０

表２　岷县监测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各年龄组蛔虫感染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ｕｍｂｒｉｃｏｉｄｅｓｉｎ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０

年龄

Ａｇｅ

２００６

检查人数

Ｎｏ．
ｃ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０７

检查人数

Ｎｏ．
ｃ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０８

检查人数

Ｎｏ．
ｃ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０９

检查人数

Ｎｏ．
ｃ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０

检查人数

Ｎｏ．
ｃｘａｍｉｎｅｄ

阳性数

Ｎ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 ３２ ２０ ６２．５０ １９ ５ ２６．３２ ５５ ０ ３．６４ ５８ １７ ２９．３１ ６０ ６ １０．００

５～ １０３ ２０ ２８．１６ １５１ ２５ ２１．１９ ９４ １３ ３４．０４ １１２ ２６ ２３．２１ １１１ ２０ １８．０２

１０～ ２１１ ５３ ２６．０７ ２４８ ４１ ３．６３ １８５ ２６ ２１．０８ １８５ ２９ １５．６８ １５９ １０ ６．２９

１５～ ６０ ８ １３．３３ ３７ ６ １８．９２ ７３ ６ ８．２２ ７３ ９ １３．７０ ３６ ８ ２２．２２

２０～ ７０ ７ １０．００ ７７ ７ １０．３９ ６６ １ １．５２ ３９ ６ １７．９５ ７６ ９ １１．８４

３０～ ２３０ ３８ １６．９６ ２８１ ２６ ９．２５ ２９５ ２３ ７．８０ ２９５ ４２ １４．２４ ２４９ ２９ １１．６５

４０～ １２０ ３６ ３０．００ ７３ １０ １３．７０ ４９ ４ ８．１６ ７９ ８ １０．１３ １４０ １４ １０．００

５０～ １２０ ２０ １６．６７ ６８ ８ １１．７６ ７５ ４ ５．３３ ６６ ５ ９．０９ ８３ ７ ８．４３

６０～ ８８ ８ ９．０９ ８０ １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１ １４ １１．５７ １２０ ８ ６．６７ ９８ ９ ９．１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３４ ２１０ ２１．４７ １０３４ １３８ １４．５１ １０１３ ９１ １２．２４ １０２７ １５０ １４．９０ １０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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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０

文化程度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ｅｖｅｌ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学龄前儿童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３８．２４ ２１．６２ １１．６３ ２６．５８ １１．６９

文盲半文盲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１６．０８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１ ９．８７ １０．８６

小学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３．３９ １８．３２ ２１．２１ １６．６７ １０．５３

初中

Ｊｕｎｉｏｒ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３．６４ ８．１６ １１．４９ ２０．３４ １３．７６

高中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８．５２ ０ ０ ９．０９ ４．３５

图１　岷县全国土源性线虫监测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４类土壤蛔虫卵阳性率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ｕｍｂｒｉｃｏｉｄｅｓｅｇｇｉｎｓｏｉｌｏｆ４

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ｙ

ｂｙ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０

对被调查住户采集的４类土壤用饱和盐水漂浮
法计数的蛔虫受精卵与家庭成员蛔虫卵计数后做

相关性分析（单侧ｔ检验），ｒ＝０．５３７，二者相关系数
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４．４０，Ｐ＜０．１０）。证实土壤蛔
虫卵污染可导致家庭蛔虫感染率升高。

３　讨论
土源性线虫病在岷县监测点流行广泛，长期影

响少年儿童身体发育，并造成极大危害。

由监测点蛔虫、鞭虫年龄分布和文化程度分布

可见，低年龄组（１５岁以下）是重点感染人群，散居
儿童、幼托儿童和学生是高感染人群，也是防治的

重点。通过蛔虫感染度分析，轻度感染所占比例逐

年增加，表明预防措施逐渐到位，蛔虫病对当地人

群的危害逐年减轻。蛲虫病在最初 ３年为上升趋

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未发现感染者，说明监测点蛲虫
病得到有效控制，采取健康教育和药物驱虫等措施

后明显降低了感染率。

对调查户土壤受精蛔虫卵计数和该户成员平

均蛔虫卵计数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二者呈正相关。

文献证实土壤鞭虫卵和蛔虫卵污染与家庭土源性

线虫病发病率有相关性［４］，通过监测点５年数据分
析，证实二者有相关性的假设成立。由此表明土源

性线虫感染有家庭聚集性。

岷县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人群土源性线虫感

染率在５年监测期间下降明显，但存在反复升高的
趋势。监测点存在环境卫生较差，粪便无害化处理

措施不到位的现况，而且防治工作的普遍开展难度

很大，以致感染率居高不下，并出现反复升高。土

源性线虫病在该地流行广泛［５］，急需加强人员技术、

经费支持和环境治理等预防措施。分析导致流行的

因素可能有：（１）气候因素：较为寒冷阴湿的环境是形
成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的有利条件；（２）经济收入低，环
境治理措施不到位，土源性线虫知晓率低，群众缺乏

良好的卫生习惯；（３）政策支持力度小，需引起政府部
门重视，加大政策倡导和人力、资金投入。

建议采取的措施有：（１）加大健康教育，帮助儿
童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２）改善城市卫生，
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提倡各种有效杀灭虫卵的粪便

处理措施，如卫生厕所、沼气池的使用，能减少土源

性线虫感染的危险。（３）采取防治结合的方法，对
目标人群（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年老体弱者）定期

驱虫。（４）加大监测覆盖面，加大省级土源性线虫
监测点数量，定期对重点人群以家庭、学校、幼托机

构为单位开展土源性线虫病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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