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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侗族自治县
>

简称三江县
?

是广西桂北与贵

州省紧邻的少数民族山区县
!

全县目前总人口为

$@;!

万
!

该县境内居住着侗
"

苗
"

瑶
"

壮
"

汉等
A

个民

族
#

汉族人群在该县人数较少
$

广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曾经对该县部分食用鱼生的人群做华支睾吸

虫病
%

俗称肝吸虫病
&

初步调查
!

发现该县存在有华

支睾吸虫病患者
!

但无详细的调查文献报道
$

由于

该县同乐乡的少数民族居民有食鱼生
"

生肉等习

俗
!

本研究为了解该乡不同民族人群肝吸虫病的感

染情况
!

对不同民族群体进行粪便华支睾吸虫卵检

查
!

现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对象

选择三江县同乐乡的寨大屯
"

七团屯
"

四步屯有

嗜好食用鱼生习惯的不同少数民族居民
!

年龄在
8!

%8

岁
!

采集粪便样品
$

!"#

方法

采用水洗沉淀法或醛醚集法对所收集的样品进

莫太无 8 吴明苏 ! 吴苏 8 黄亚铭 $B

【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三江县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状况
!

为该县防治华支睾吸虫病提供参考
$

方

法 在三江县选择曾经有食用鱼生习惯的同乐乡
!

收集不同民族居民粪便样品
!

采用水洗沉淀法或醛醚

集法后
!

镜检华支睾吸虫虫卵
!

计算感染率
"

感染度
$

结果 同乐乡有侗族
"

苗族和瑶族居住的
$

个屯

总人口数为
$ !@%

!

样品采集率为
!A;8$C

%

@!DE$ !@%

&!

华支睾吸虫虫卵阳性率为
%%;@AC

%

D&$E@!D

&'

各年

龄组男女均有感染者
!

#FG

岁组感染率为
$";ADC

%

!!E%!

&!

8"F8G

岁组感染率为
D%;8GC

%

&$ED&

&!

!"

以上各

年龄组感染率均在
@"C

以上
$

三个少数民族人群感染率均较高
!

为
%A;%$C!8""C

之间
$

感染度每克粪虫卵

数
%

H.I

&

平均为
D AD$

$

结论 该县少数民族食用鱼生的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率非常高
$

【关键词】 华支睾吸虫病
'

食生鱼片
'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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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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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
!

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卫生院
'

!

A&AA""

三

江
!

三江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A$""!@

南宁
!

广西壮族自

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B 通信作者
(

黄亚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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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屯

9266/>,

总人口数

?:)/6 @:@56/)2:(

检查人数

=:; ,A/B2(,-

受检率
!

C

"

DA/B2(/)2:( 0/),

!

C

"

阳性人数

=:; @:12)2E,

阳性率
!

C

"

.:12)2E, 0/),

!

C

"

寨大
FG/2-/ HI% !H& !H;%H !&$ I!;JK

七团
L2)5/( # %!# $#! #I;#$ !$K %K;$!

四步
M2N5 K%H !!" $I;"" 8JK %K;""

合计
?:)/6 $ !I% I!J !K;8$ J&$ %%;IK

行粪检
#

查见华支睾吸虫卵则定为华支睾吸虫感染

者
#

计算感染率
$

对部分虫卵阳性者做醛醚集卵法计

数虫卵
#

计算每克粪虫卵数
!

,>>1 @,0 >0/B

#

D.O

"#

D.O 8!HHH

为轻度感染
#

8 """!& HHH

为中度感染
#

D.O!K """

为重度感染
%

对被调查者进行问卷调

查
#

内容包括性别
&

年龄
&

民族和食用鱼生史等
%

!"#

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2P0:1:Q) DAP,6 !""$

进行

统计分析
%

采用
M.MM 88;"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

感染率间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果

$"!

基本情况

在
$

个自然屯共收集侗族
&

苗族和瑶族人群粪

便样品
I!J

人份
%

人群受检率为
!K ; 8$C

!

I!J R

$ !I%

"#

其中寨大屯人群受检率为
!H;%HC

!

!H&R

HI%

"#

七团屯为
#I;#$C

!

$#!R# %!#

"#

四步屯为

$I;<<C

!

!!<RK%H

"!

表
#

"%

$"$

人群感染率

华支睾吸虫卵阳性率为
%%;IKC

!

J&$RI!J

"#

其中寨

大屯
&

七团屯
&

四步屯的阳性率依次为
I!;JKC

!

!&$R

!H&

"&

%K;$!C

!

!$KR$#!

"

和
%K;<<C

!

#JKR!!<

"%

感染者中男

性略高于女性
#

男性占
K#;%HC

#

女性占
&I;!#C

!

表
#

"%

$"#

人群感染度

对所检出华支睾吸虫卵阳性者随机抽查出
#H<

例

作感染度定量调查
#

D.O

最高的一例为
%HJ&!

#

最低为

!&

#

平均为
JKJ$

%

轻度感染
I!

例
#

中度感染
J!

例
#

重

度感染
&J

例
#

分别占
&$;#JC

&

$!;J$C

和
!&;!#C

%

$"%

不同民族感染率

各民族群体中所收集的样本数量不等
#

瑶族人

群中的感染率为
#<<C

!

!R!

"#

苗族为
I!;IKC

!

#HIR

!$H

"

4

侗族为
%K;%$C

!

&&$RKIK

"!

表
!

"%

侗族与苗族的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S<;K!&

#

!"<;<K

"!

表
!

"%

$"&

感染者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各年龄组肝吸虫感染均较高
#

特别是
!<

岁以上

年龄组人群
#

感染率均在
I<C

以上
%

在被检查人群

中男性阳性率为
I#;<!C

!

$$$R&##

"#

女性为
%&;%<C

!

$#<R&#K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表
$

"%

$"'

感染者与食鱼生史之间的关系

本次粪检
I!J

人
#

不食鱼生者
#K&

人
#

阳性
#K

例
#

阳性率为
H;%&C

$

食鱼生者
J%!

人
#

阳性
J!%

例
#

阳性率为
H$;$<C

%

食鱼生者的感染率高于不食鱼生

者
#

二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SK<K;$<

#

!T<;<K

"

!

表
$

"%

表
$

三江县同乐乡不同民族感染华支睾吸虫阳性率

()*+, $ ?G, "#$%$&'()* *)%+%*)* 2(Q,P)2:( 0/),1 :Q E/02:51 ,)G(2P P6/112Q2P/)2:( 2( ?:(>6, ?:U(1G2@

#

M/(V2/(> W:5()7

村屯

9266/>,

侗族
3:(>

苗族
+2/:

瑶族
X/:

检查人数
=:;

,A/B2(,-

阳性数
=:;

@:12)2E,

阳性率
!

C

"

.:12)2E,

0/),

!

C

"

检查人数
=:;

,A/B2(,-

阳性数
=:;

@:12)2E,

阳性率
!

C

"

.:12)2E,

0/),

!

C

"

检查人数
=:;

,A/B2(,-

阳性数
=:;

@:12)2E,

阳性率
!

C

"

.:12)2E,

0/),

!

C

"

寨大
FG/2-/ !H& !&$ I!;JK " " " " " "

七团
L2)5/( 8"$ J$ J8;8% !"H 8%! I!;$" " " "

四步
M2N5 8II 8$% %!;I% $" !J IJ;J% ! ! 8""

合计
?:)/6 KIK &&$ %K;%$ !$H 8HI I!;IK ! !

表
!

三江县同乐乡
$

个屯华支睾吸虫病感染调查结果

()*+, ! ?G, "#$%$&'()* *)%+%*)* 2(Q,P)2:( 2( B2(:02)2,1 :Q ?:(>6, ?:U(1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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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江县同乐乡华支睾吸虫感染者年龄和性别分布

"#$%& ! >?, /@, /(- @,(-,0 -21)02A5)2:( :B !"#$#%&'() )($*$)() 2(B,C)2:( 2( >:(@6, >:D(1?2E4 F/(G2/(@ H:5()7

!

讨论

华支睾吸虫病属于食源性寄生虫病
!

也是人兽

共患病及自然疫源性疾病
!

通常为食用鱼生后感染
!

最后导致发病"

8

#

$

解放前在广西未见有对该病的调

查报道"

!

#

$

8I%8

年对扶绥县的部分居民调查发现
!

华支睾吸虫感染率高达
&$;J"K

"

$

#

$

随后的调查发

现
!

广西境内
I<

个县
%

市中有
LL

个县
%

市有该病的

流行
!

并将其分为轻
%

中
%

重度流行区"

&!J

#

$

由于三江

县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有食用生鱼和生肉的习

惯
!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日常生活中食用鱼肉

的机会增加
!

如果仍然保持本民族传统的饮食习惯
!

被感染疫源性寄生虫的机会将会增加
$

如果按照国

外对食源性疾病暴发的标准
!

即
&

因摄入相同食物而

出现两例或两例以上症状相似病例的为食源性疾病

事件
'

"

%

#

!

国内食源性疾病事件次数将会有所增加
$

调

查结果显示
!

该人群的华支睾吸虫感染率高达

%%;MLK

!

高于广西其它少数民族县
(

J#;!!K

)!

这在广

西桂北山区实属少见"

M!I

#

$

对感染者不同民族分类统

计表明其感染概率相同
!

凡有食用生鱼片习惯的均

易感染华支睾吸虫
$

该县
#"I

岁幼儿年龄组华支睾

吸虫感染为
$<;LJK

!

同样高于其它县的
#M;<IK

"

I

#

$

除直接食用鱼生被感染外
!

即便是无食用鱼生

历史的患者
!

与食用鱼生人群共餐或餐具生熟共用

过程中也有感染华支睾吸虫的可能
4

本次调查提示

在华支睾吸虫流行区
!

被调查者中有
#L&

位无食用

鱼生史
!

其中仍然检出
#L

例感染者
$

因此
!

应加强

宣传食用鱼生所造成的危害
!

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

禁

止大小饮食店
(

摊点
)

经营鱼生餐
!

生熟餐具分开使

用
$

预防食源性寄生虫病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将食物

煮熟后食用
!

同时做好粪便管理
!

纠正把厕所修在河

边或池塘边的不良卫生习惯
!

做好当地的环境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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