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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１１年宁夏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
感染状况比较
吴向林　马荣　冯运灵　付益仁

【摘要】　目的　了解宁夏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状况变化，为今后寄生虫病
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分别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按全国寄生虫调查方案对宁夏永宁县等７个县
（区）的４６个调查点的人群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查粪便中蛔虫、
鞭虫和钩虫虫卵，对３～１２岁儿童采用透明纸肛拭法检测蛲虫虫卵，分析比较２次调查人群土源性线虫
感染状况结果。结果　２００２年查出土源性线虫有蛔虫、蛲虫、鞭虫、钩虫，感染率分别为 ５．７９％
（６２７／１０８２９）、６．６５％（１７１／２５７０）、０．２０％（７／１０８２９）、０．０８％（３／１０８２９）；２０１１年查出的土源性线虫有蛔
虫和蛲虫，感染率分别为３．７７％（３０６／８０８９）和２．８９％（２０４／７０４２）。２００２年，７个县中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高于５％的有５个县，其中彭阳县最高，为１２．４２％；２０１１年感染率高于５％的县区仅有海原县，为５．０６％。
两次调查１２岁以下年龄组儿童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均最高；性别、民族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个年
度学龄前儿童和学生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χ２２００２＝６２．４４，Ｐ＜０．０５；χ

２
２０１１＝２７．２９，

Ｐ＜０．０５）。结论　宁夏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由２００２年的６．０４％（８０８／１３３９９）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３６％
（５０９／１５１３１），但个别经济落后、卫生条件较差地区，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仍是今后防治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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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００２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曾按全国人体寄生虫
分布调查规定的方法，进行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状

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蛔虫感染率为５．７９％［１］，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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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为６．６５％［２］。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广大农村地区人群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有了

较大改善，势必对人体寄生虫感染情况造成影响，为

了解全区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状况，于２０１１
年在全区选定了与２００２年相同的永宁县等７个县
（区）再次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０２年调查对象：根据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
现状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的要求，按照宁夏地理位

置和自然条件及卫生经济状况、文化水平、人口比

例等条件，在永宁县等７个县（区）随机抽取４６个
调查点，居住满２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
２０１１年调查对象：按照《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

测方案（试行）》要求，抽取２００２年开展过调查工作
的永宁县等７个县（区），结合各县（区）自然环境和
地理特征，将全县按东南西北中划分为５个片区，每
个片区随机抽取１个行政村或社区作为１个调查
点，居住满２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共调
查约１５１３１人。

１．２　方法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ＫａｔｏＫｏｔｚ法）检查人

粪便中的蛔虫、鞭虫和钩虫虫卵；对１２岁以下儿童
采用透明纸肛拭法检查蛲虫虫卵。２００２年调查汉
族７３４６人，回族６０５３人；２０１１年调查汉族８１０９
人，回族７０２２人。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Ｅｐｉｉｎｆｏ３．３．２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资料

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建立数据库，分析蛔虫、鞭
虫、钩虫和蛲虫的感染率，感染率间的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

永宁县等７个县（区）主要农作物以小麦、水稻
和玉米等为主，农作物施肥以人畜粪便和化肥混合

肥为主，用人粪直接施肥情况极为常见。调查发

现，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０２年相比，各地的经济状况、生活
条件、文化水平以及改水、改厕等放方面均有较大

的进步和发展。

２．２　感染的虫种与感染率
２００２年，宁夏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为６．０４％，至

２０１１年下降至３．３６％。２００２年从１０８２９名被调查
者的粪便标本中镜检出蛔虫、鞭虫和钩虫虫卵，感

染率分别为５．７９％、０．２０％和０．０８％，从２５７０名
１２岁以下儿童肛拭子蛲虫检查中检出１７１人阳性，
感染率为６．０４％。２０１１年从８０８９名被调查者的
粪便标本中镜检出蛔虫卵阳性２８２人，蛔虫感染率
为３．４８％；未检出鞭虫和钩虫卵；在７０４２名１２岁
以下儿童肛拭子蛲虫检查中检出２０４人感染，感染
率为２．９０％。蛔虫和蛲虫感染率与２００２年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３．７２，Ｐ＜０．０５；χ２ ＝
６４．１６，Ｐ＜０．０５）（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不同虫种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１

虫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２
检查

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１
检查

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蛔虫

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ｍ
１０８２９ ６２７ ５．７９ ８０８９ ３０５ ３．７８

鞭虫

Ｗｈｉｐｗｏｒｍ
１０８２９ ７ ０．２０ ８０８９ ０ ０

钩虫

Ｈｏｏｋｗｏｒｍ
１０８２９ ３ ０．０８ ８０８９ ０ ０

蛲虫

Ｐｉｎｗｏｒｍ
２５７０ １７１ ６．６５ ７０４２ ２０４ ２．８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 ６．０４ １５１３１ ５０９ ３．３６

２．３　多重感染
２００２年，在８０８例感染土源性线虫人群中，同时

感染２种虫种的占２５．７４％（２０８／８０８），同时感染３种
虫种的占０．７４％（６／８０８），同时４种虫种的占０．２４％
（２／８０８）；２０１１年，在５０９例感染土源性线虫人群中，
同时感染２种虫种的占６．２８％（３２／５０９）（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土源性线虫多重感染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ｇｅｏ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１

年份

Ｙｅａｒ

２种虫种感染
Ｔｗｏ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３种虫种感染
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４种虫种感染
Ｆｏｕ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２ ２０８ ６ ２ ２１６

２０１１ ３２ ０ ０ ３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２４０ ６ ２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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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地区分布
２００２年，永宁县等７个县（区）中土源性线虫感

染率高于 ５％的有 ６个县（区），分别为彭阳县
（１０．４７％）、盐池县（７．１９％）、平罗县（６．１８％）、永
宁县 （５．６７％）、海 原 县 （５．６２％）和 中 宁 县

（５．１７％）。２０１１年，除海原县感染率为５．０６％外，
其他６个县（区）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均降到 ５％以
下。各地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１１年感染率比较，除灵武市
外，其他县（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各县（区）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１

县（市）

Ｃｏｕｎｔｙ（Ｃ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调查人数

Ｎｏ．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总感染

人数

Ｔｏｔａｌ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总感染

感染率（％）
Ｔｏ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蛔虫

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ｍ
鞭虫

Ｗｈｉｐｗｏｒｍ
钩虫

Ｈｏｏｋｗｏｒｍ

蛲虫

（检查人数）

Ｐｉｎｗｏｒｍ
（Ｎｏ．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灵武市 ２００２ １７９８ ３０ １．６７ ０．９５ ０ ０ ５．００（３２０）
Ｌｉｎｇｗｕ ２０１１ ２２０６ ４１ １．８６ ２．５０ ０ ０ １．０９（１００６）
永宁县 ２００２ １８５１ １０５ ５．６７ ５．９４ ０ ０ ４．７３（４０２）
Ｙｏｎｇ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２０３２ ６７ ３．２８ ４．４１ ０ ０ ２．３７（１０１２）
平罗县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１ １２３ ６．１８ ６．２１ ０．０６ ０ ５．７４（４０１）
Ｐｉｎｇｌｕｏ ２０１１ ２１０４ ６４ ３．０６ ３．４５ ０ ０ ２．５９（１００３）
盐池县 ２００２ １８３６ １３２ ７．１９ ７．０６ ０ ０ ７．７６（３４８）
Ｙａｎｃｈｉ ２０１１ ２２４４ ８７ ３．８９ ４．５９ ０ ０ ２．９９（１００４）
彭阳县 ２００２ １９３８ ２０３ １０．４７ １０．６４ ０．２５ ０．１２ ９．２７（３３６）
Ｐｅｎｇｙａｎｇ ２０１１ ２０８８ ９６ ４．６２ ５．０６ ０ ０ ４．０７（９８２）
中宁县 ２００２ １９７４ １０２ ５．１７ ５．２０ ０ ０ ５．００（３６０）
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２３３０ ４６ １．９７ ２．２６ ０ ０ １．６０（１００２）
海原县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１１３ ５．６２ ４．７３ ０．１２ ０．０６ ９．１８（４０３）
Ｈａｉｙｕａｎ ２０１１ ２１２７ １０８ ５．０６ ４．６６ ０ ０ ５．５２（１０３３）
合计 ２００２ 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 ６．０４ ５．７９ ０．２０ ０．０８ ６．６５（２５７０）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１１ １５１３１ ５０９ ３．３６ ３．７７ ０ ０ ２．８９（７０４２）

２．５　年龄分布
２００２年，１０岁以下年龄组儿童土源性线虫感染

率最高，为７．２９％。２０１１年，１０～２０岁年龄组人群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４．６４％。２０１１年，土源
性线虫感染率依然呈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趋势，呈直线负相关（ｒｓ＝０．９３７，Ｐ＜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各年龄组与１０年前各年龄组相比，除６０岁以上
年龄组外，其他年龄组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５７．６６，Ｐ＜０．０５；χ
２
１０～ ＝

１１．８５，Ｐ＜０．０５；χ２２０～ ＝１１．９３，Ｐ＜０．０５；χ
２
３０～ ＝

１１．４７，Ｐ＜０．０５；χ２４０～＝２１．７７，Ｐ＜０．０５；χ
２
５０～＝８．８５，

Ｐ＜０．０５）（表４）。

２．６　性别分布
２００２年，宁夏农村男、女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

率分别为 ６．２１％（４３１／６９４６）和 ５．８４％（３７７／
６４５３），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７８，Ｐ＞
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男、女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
为３．６２％（２８３／７８０９）和３．０９％（２２６／７３２２），二者

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３６，Ｐ＞０．０５）

表４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宁夏不同年龄组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Ｔａｂｌｅ４　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１

年龄组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２

检查

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１

检查

人数

Ｎ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 ２３８６ １７４ ７．２９ ３２４７ ９５ ２．９３

１０～ ２６７８ １８２ ６．８０ ２８２１ １３１ ４．６４

２０～ ２２３９ １４４ ６．４３ ２１４８ ８８ ４．１０

３０～ １９８６ １１７ ５．８９ ２０１９ ７３ ３．６２

４０～ １６３６ １０３ ６．３０ １８７０ ５７ ３．０５

５０～ １３０７ ５１ ３．９０ １６５０ ３４ ２．０６

６０～ １１６７ ３７ ３．１７ １３７６ ３１ ２．２５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 ６．０４ １５１３１ ５０９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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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民族分布
２００２年，汉族与回族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

别为５．４３％（３９９／７３４６）和６．７６％（４０９／６０５３），二
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２９，Ｐ＜０．０５）。
２０１１年，汉族与回族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为
３．４３％（２７８／８１０９）和３．２９％（２３１／７０２２），二者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２１，Ｐ＞０．０５）。

２．８　职业分布
２００２年，学生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

９．１１％，各职业人群感染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１．５２，Ｐ＜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学龄前儿童土源性
线虫感染率最高，为４．５８％，各职业人群间感染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２６，Ｐ＜０．０５）；分别比
较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１１年学龄前儿童、学生、农民和其他
人群等４种人群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１０年来除农
民外其他人群感染率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学龄前 ＝
１５．４５，Ｐ＜０．０５；χ２学生 ＝６７．６５，Ｐ＜０．０５；χ

２
其他 ＝

１５．０３，Ｐ＜０．０５）（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宁夏不同职业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１１

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调查

人数

Ｎｏ．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感染

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１

调查

人数

Ｎｏ．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感染

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感染

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学龄前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５２３４ ３３９ ６．４８ ４０８１ １８７ ４．５８

学生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１８０ ３０１ ７．２０ ５８１７ ２０６ ３．５４

农民

Ｆａｒｍｅｒ
３１９８ １３５ ４．２２ ３９８９ １０２ ２．５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７８７ ３３ ４．１９ １２４４ １４ １．１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 ６．０４ １５１３１ ５０９ ３．３６

３　讨论
宁夏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由２００２年的

６．７０％［３］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３６％；感染虫种由２００２
年的蛔虫、蛲虫、鞭虫和钩虫，减少到２０１１年的蛔虫
和蛲虫，且其感染率分别由 ２００２年的 ５．７９％［２］、

６．６５％［３］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７７％和２．８９％。调查发
现多重感染由２６．７３％，降至６．２８％，一人同时感染

土源性线虫最多的虫种由４种降到２种。这与汤林
华等［４］在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报告中

报道的结果一致。分析可能与近年来宁夏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儿童

对蛲虫病的认识提高密切有关。

两次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土源性线虫感染

率均有大幅度下降，但下降幅度存在差异。在经济

发展较快的彭阳县等地尤为明显，这主要与这些地

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农村改

水改厕工程的实施与健康知识的大力宣传有关。

儿童是蛲虫感染的高危人群，也是服驱虫药的重点

人群，有针对性地集体驱虫可以有效地降低人群蛲

虫的感染率，消除传染源，保护易感染人群。调查

显示，蛲虫感染率随年龄的增高呈下降趋势，１０岁
以下儿童感染率最高，１０～２０岁龄组次之，说明儿
童和青少年人群仍是蛲虫防治重点；１０岁以下儿童
和农民蛔虫感染率最高，提示从事农业活动仍然是

土源性线虫感染的高危职业，农民仍然是土源性线

虫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随文化程

度提高呈下降趋势，这与文化程度越高，越易接受

新知识，容易改变不良的生活和生产习惯，自我防

护意识强有关。因此，今后应加强对儿童和农民等

重点人群的防治工作，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提

高防病意识。

２０１１年宁夏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与２００２年相比
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但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建议

对不同地区的重点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广泛宣传寄生虫病的危害，提高群众自我防病意

识，提高人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卫生素质，自觉改

变不良生活习惯［５］。在学校对中小学生开展以“饭

前便后要洗手”为重点的健康教育；在农村提倡“下

地耕作要穿鞋、不用新鲜粪便施肥”；针对家庭主妇

开展“注意饮食卫生，生食瓜果要洗净”的宣传，促

进家庭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在农村大力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做好粪便的管理与处

理，杜绝或减少虫卵对环境的污染［６７］。依照卫生

部下发的《土源性线虫防治技术方案》，根据土源性

线虫病流行程度和流行的主要虫种，按照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开展健康知识宣传，以控制土

源性线虫病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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