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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寄生虫病卫生标准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官亚宜 周晓俊 汤林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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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卫生标准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

对寄生虫病防控相关内容规定

的共同或重复使用的规则
"

它们在推动我国寄生虫病的防治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该文重点回顾了我

国寄生虫病卫生标准的发展历程
!

并就存在的挑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

%&'()

寄生虫病
=

卫生标准
=

历程
=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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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QQQ!R

上海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
!

卫生部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

世界卫生组织疟

疾
$

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

< 通信作者
#

汤林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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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与指南
%

寄生虫病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公共卫生问题
"

据报道
!

我国寄生于人

体的
$

有病例报告的寄生虫有
!QQ

多种
"

主要寄生

虫病有血吸虫病
$

疟疾
$

丝虫病
$

土源性线虫病
&

蛔虫

病
$

钩虫病
$

鞭虫病等
'$

食源性寄生虫病
(

华支睾吸

虫病
&

肝吸虫病
'$

并殖吸虫病
&

肺吸虫病
'$

带绦虫病

及囊尾蚴病
&

囊虫病
'$

旋毛虫病
$

弓形虫病
$

棘球蚴

病
&

包虫病
'

等
)

和内脏利什曼病
&

黑热病
'

等
"

长期以来
!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

各地因地制宜

地开展重点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治工作
!

取得了显著

成效
"

!QQ$

年完成的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

查表明
!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比
#WWQ

年下降了

NL;NRX

!

感染人数减少了近
$

亿人
"

但是受社会
$

经

济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

全国蠕虫感染率为

!V;LYX

!

部分省
$

自治区食源性寄生虫病的发病率

呈明显上升趋势
"

根据该调查结果推算
!

全国土源

性线虫感染人数约为
V;!W

亿
!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数

约为
V !$W

万
!

带绦虫感染人数约为
RR

万人
!

棘球

蚴病患者约为
LY

万人
"

此外
!

黑热病在新疆
$

甘肃和

四川的部分地区流行仍较为严重
!

一些地区猪囊尾

蚴病
$

并殖吸虫病
$

旋毛虫病和弓形虫病患者的血清

学阳性率也较高
"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

V

)

"

寄生虫感染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

目前我国土源性线

虫感染率仍高达
VW;RNX

!

这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

)

"

此外
!

食源性寄生虫病已成为

影响我国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L

)

"

寄

生虫病的准确诊断
$

有效防治与消除涉及的技术与

方法范围广
$

要求高
!

因此
!

有必要对相应的技术标

准予以指导和规范
"

寄生虫病卫生标准是依据传染

病防治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

对寄生虫病的诊断
$

治

疗
$

预防与控制等相关内容规定的共同或重复使用

的规则
!

它经协商一致制定
!

由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并经卫生部批准颁

布
"

它是预防与控制寄生虫病专业技术支持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是对寄生虫病诊断
$

监测与预警
$

疫情报

告与疫情处理以及监督管理提出的规范总则
!

适用

于全国各级各类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
"

寄生虫病卫生标准的制
$

修订反映了我国寄生

虫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发展及防治科技的进步
"

标准

的实施在指导全国重要寄生虫病的科学防治并取得

R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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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防治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寄生虫病卫生标准工作历程

在防治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

我国的寄生虫

病卫生标准从无到有
"

逐步形成
#

充实
#

规范和完善
"

并以政府部门发布文件的方式贯彻实施
!

!"!

寄生虫病卫生标准体系奠定基础阶段

在这一阶段
"

血吸虫病
#

疟疾和丝虫病是我国危

害最为严重
#

流行范围最为广泛的
<

种寄生虫病
!

因此
"

结合防治需求
"

颁布
#

实施了相关标准
!

这些

标准和相应方案的颁布与实施
"

在推动我国血吸虫

病
#

疟疾和丝虫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

血吸虫病标准

自
#=>?

年起
"

我国控制血吸虫病标准经历了制

订
#

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

@=>?

年第一次颁布
$

基

本消灭血吸虫病
%

暂行标准
&'"

就钉螺
#

粪便管理及

患者
#

病畜的查治提出了要求
!

@=AA

年
"

对基本消灭

的标准进行了修改
"

强调在思想上要重视血防工作
!

@=?"

年
"

对消灭血吸虫病标准中的钉螺指标作了修

订
"

提高了相应要求
!

!"!"#

疟疾标准

!"

世纪
B"

年代卫生部制订了
$

疟疾防治技术

方案
'"

分别从疟区的分类及特点
"

不同地区疟区的

防制对策
"

移民和工地的疟疾防制工作
"

疟疾患者的

诊断
#

登记和监督
"

疟疾治疗
"

药物灭蚊和组织措施

等
A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

!"

世纪
?"

年代制订了一

系列疟疾卫生条例
"

如
)$

控制疟疾
#

基本消灭疟疾
#

消灭疟疾及基本消灭恶性疟标准
'#$

疟疾防治管理

办法
'#$

疟疾防治技术方案
'#$

流动人口疟疾管理暂

行办法
'

等*

$

+

!

!"!"$

丝虫病标准

@=>=

年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在
$

消灭五大寄

生虫病方案
'

中提出了基本消灭丝虫病的暂行办法

及鉴定方法
!

@=A=

年卫生部发布
$

对部分省
#

区基本

消灭丝虫病的县
#

市进行考核调查的要求和方法
'

*

卫生部
%

A=

&

卫生局字第
@@?

号
+"

提出了基本消灭

丝虫病的标准
%

暂定
&"

@=?<

年在
$

一九八三年全国

丝虫病防治科研技术指导组会议情况报告
'%

卫生部

%

?$

&

卫防寄字第
BB

号
&

中再次提出了基本消灭丝虫

病标准
!

@==B

年发布
$

消灭丝虫病标准
'*

见卫疾控

三发
*

@==B

+

第
@<

号文
,

关于印发
$

消灭丝虫病标准

和消灭丝虫病审评
'-+!

!"# !%%&

年起制定我国第一批寄生虫病国家标准
!

标准体系逐步形成

!"#"!

标准委员会成立
!

统筹规划标准制订工作

为了健全卫生标准管理体系
"

进一步推动公共

卫生标准化建设
"

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卫生部于
!""B

年
@@

月将全国地方病寄生虫病标准委员会调整为全国地

方病标准委员会和全国寄生虫病标准委员会
!

秘书

处挂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
!

!""?

年
$

月
"

第六届卫生部寄生虫病标准专业

委员会成立
!

标准委员会由
@B

位委员组成
"

其中主

任委员
@

名
"

副主任委员
!

名
"

秘书长
@

名
"

委员
@@

名
"

单位委员
@

名
!

委员涵盖研究所
#

疾病控制中心
#

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寄生虫病专业领域的专家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寄生虫病的

诊断
#

治疗
#

预防与控制
#

寄生虫病原生物实验安全
#

寄生虫病原检测等相关标准的制订
#

审查和宣传贯

彻工作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

使我国寄

生虫病卫生标准的研制工作得以统筹规划和全面发

展
"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寄生虫病卫生标准的技术水

平
"

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有力保障
!

!"#"#

积极推动标准的研制工作
!

防病急需标准得

以制订发布

自
@==>

年起
"

开始制订
$

我国控制和消灭血吸

虫病标准
'

及法定管理传染病中的血吸虫病
#

疟疾
#

丝虫病
#

黑热病及包虫病的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等

国家标准
!

鉴于诊断技术与方法的进步
"

为适应寄生

虫病防治的新形势
"

自
!""<

年起对上述标准逐步进

行修订
#

制订
!

!"">

年完成了
$

血吸虫病诊断标准和

处理原则
'

的修订
"

制订了国家标准
$

我国消除丝虫

病标准
'!

!"">

年
"

进一步完成了
$

疟疾诊断标准
'#

$

丝虫病诊断标准
'#$

包虫病诊断标准
'#$

黑热病诊

断标准
'

等标准的修订
"

并于
!""B

年颁布
!

!""B

年起
"

结合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需求
"

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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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标准范围扩大
!

修订了
"

血吸虫病控制和消灭标

准
#

和
"

疟疾控制与消除标准
$!

开始制订食源性寄生

虫病诊断标准
!

如
%

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
$

的制

订
&

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新发的食源性寄生虫病
!

自
!<"=

年以来
!

由于生食或半生食福寿螺
'

淡水虾

等引起多地出现暴发
!

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关注
!

卫

生部领导曾就此作出重要批示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

委员会及时将该标准的制订列入工作计划
!

并积极

参与了标准的制订工作
&

在标准制订过程中
!

起草

人员最大限度地将科学研究成果与广州管圆线虫病

的防治实践相结合
!

为规范诊断
!

早期发现病例和及

时
'

正确的救治奠定了基础
&

!"#"$

寄生虫病标准体系的建立

按照卫生部统一部署
!

为进一步明确寄生虫病

卫生标准的工作内容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多

次组织专家研讨
!

最终确定了寄生虫病标准体系的

架构和组成
(

图
>

)&

!

!

寄生虫病标准体系框架图

!<<?

年以来
!

寄生虫病专业标准委员会承担标

准制修订项目
>=

项
!

颁布
@

项
!

其中行业标准
?

项

("

华支睾吸虫病诊断标准
$'"

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

标准
$'"

并殖吸虫病的诊断
$'"

带绦虫病的诊断
$'

"

囊尾蚴病的诊断
$'"

旋毛虫病的诊断
$'"

钩虫病的

诊断
$'"

裂头蚴病的诊断
$)!

国家标准
>

项
("

疟疾控

制和消除标准
$)&

#

标准工作现状

#"!

具有我国特色的寄生虫病标准体现了我国寄生

虫病防治水平

疟疾
'

血吸虫病
'

丝虫病
'

利什曼病
(

包括黑热

病
)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A

世界银行
A

世界卫生组织

热带病特别规划署要求各国政府承诺重点防治的主

要热带病
&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寄生虫病防治
!

制订

了富有我国特色的寄生虫病控制标准
&

我国的丝虫

病消除标准已被
BCD

吸收采纳
&

>@@E

年世界卫生

大会通过全球消灭淋巴丝虫病决议以来
!

在世界卫

生组织有关报告和文件中
!

我国防治丝虫病的策略
'

技术方案
'

检测系统以及分阶段防治目标
'

标准和考

核方法等都被借鉴或采纳
& "

中国丝虫病防治
$

已由

BCD

组织翻译
!

以技术资料的形式印发给全球有淋

巴丝虫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
&

BCD

现有丝虫病阻

断传播和停止干预措施的技术指标为
*

每个防治单

位的微丝蚴率降至
>F

以下
+!

该标准来源于我国制

定的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

G!=

-

&

#"#

标准信息的收集与应用

多年来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积极发挥专

家的作用
!

关注
'

跟踪国外同行业标准的发展和修订

情况
!

重点关注
BCD

的寄生虫病标准的更新与发

布工作
&

如在制订
"

疟疾控制和消除标准
$

时
!

紧密结

合
BCD

新近发布的
"

疟疾消除指南
$

中的标准要

求
!

仔细研究其相关指标确定的依据与可行性
!

以保

证标准既与国际接轨
!

反映我国的科研成果与水平
!

同时又能适应我国的寄生虫病防治实际情况
!

促进

我国的疟疾消除进程
!

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可操作

性
&

此外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的有关专家积

极参与
BCD

有关血吸虫病
'

疟疾
'

丝虫病
'

包虫病
'

旋毛虫病的相关学术交流与培训
!

追踪学科的发展
!

不断提高标准的研制水平
&

寄生虫病专业标准委员

会委员们积极收集
'

整理国内外卫生标准相关信息
!

在多部专著
(

译著
)

如
"

中国疟疾的控制与消除
$'"

寄

生虫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

寄生虫种质资源保藏技

术规程
$'"

寄生虫病检测技术
$

中均有所阐述和涉

及
&

#"$

宣传贯彻工作

为使已颁布的寄生虫病卫生标准能够被各级医

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正确认识
'

理解和使用
!

寄生虫病专业标准委员会利用网站
'

新闻媒体
'

杂

志
'

街头
!

开展咨询和标准宣传活动
&

建立了寄生虫

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网站
!

定期更新工作动态和相关

标准信息
!

架起标准制订者
'

标准执行者以及二者与

大众间的信息沟通平台
!

提高标准知晓度和影响力
&

G@

. .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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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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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专业特点
!

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标准
!

如结合

!<=!

年
"

全国疟疾日
#

宣传主题
"

消除疟疾
!

履行承

诺
$!

在
%

输入性疟疾防控对策研讨会
$

上
!

主任委员

和副主任委员接受媒体采访
!

宣传
&

疟疾控制与消除

标准
'

和
&

疟疾诊断标准
'(

积极举办各类培训班
!

除

了宣传标委会的工作外
!

重点结合寄生虫病防治需

求
!

解析已颁布的标准条款
(

!"">

年以来
!

就
&

广州

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
')&

疟疾诊断标准
')&

血吸虫病

诊断标准
')&

包虫病诊断标准
')&

黑热病诊断标准
')

&

华支睾吸虫病诊断标准
'

等多个标准
!

向来自全国

!?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医院的业

务骨干等近千人介绍标准知识和标准条款
!

提高了

医务人员对标准的认识与理解
!

为在工作中正确运

用标准打下了良好基础
(

此外
!

配合
&

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
')&

疟疾

控制与消除标准
')&

旋毛虫病的诊断
')&

囊尾蚴病的

诊断
')&

带绦虫病的诊断
')&

并殖吸虫病的诊断
'

的

颁布
!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积极组织标准制订

者撰写解读
!

发表在
&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

等杂志上
!

使更多的人了解标准的制订原则
)

依据和标准的要

点
!

提高对标准的认知
!

为在卫生工作中贯彻落实与

执行标准打下了良好基础
(

!

展望

回顾我国寄生虫病卫生标准的发展历程
!

虽然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特别是对我国寄生虫病的防控

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

如针对寄生虫病检测和监测的标准尚缺乏
!

未能满

足我国寄生虫病防控的需要
,

随着颁布的寄生虫病

标准不断增多
!

存在着标准宣传贯彻不到位的现象
!

影响标准的有效实施
(

为此
!

建议在不断追踪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

时
!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挑战
(

*

=

+

控制和消除寄生虫病对加快制定卫生标准

提出新的需求
(

一方面
!

相当一部分寄生虫病的卫

生标准制定还有空白
!

需要不断制定新的卫生标准
!

提高标准覆盖率
,

另一方面
!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与消

除进程很快
!

要对已颁布标准进行复审
!

对不适应工

作与发展需要的卫生标准进行修订或建议废除
!

要

加快标准制订和颁布的速度
!

以适应寄生虫病防治

工作的需要
(

*

!

+

秉承先进性
)

科学性
)

广泛性和实用性原则
!

应创造条件和采取措施鼓励
)

吸纳各方面力量积极

参与寄生虫病标准的制订
)

修订
!

如加大对与食品安

全相关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
)

肉类中寄生虫的检测

方法的规范与标准化
(

通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卫

生标准工作的意见
!

更好地落实卫生标准修订
)

制订

计划
!

做好标准宣传贯彻工作
(

*

@

+

调动专家的积极性
!

发挥寄生虫病标准专业

委员会的作用
!

通过网站
)

会议
)

培训班
)

媒体等多种

方式
!

做好卫生标准的咨询
)

通报和宣传工作
!

增强

卫生标准工作的透明度和知晓度
(

*

$

+

重视信息交流
!

开展有针对性的标准化和标

准制订工作的国际交流活动
!

不断提高标准的制
)

修

订水平
,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

对标准

的应用
)

实施和效果开展追踪与评估
!

提高标准的先

进性
)

适应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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