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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
#

其分布
$

消长与血吸虫病疫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

&

'

因此控制

和消灭钉螺是防治血吸虫病重要措施之一
(

南京

市栖霞区位于江苏的中西部
#

境内长江岸线总长

约
>% ?8

#

气候温暖湿润
#

适宜钉螺孳生繁殖 %

!

&

(

!"

世纪
@"

年代末期
#

长江洪水频发
#

导致沿江钉螺面

积大幅上升
#

感染性钉螺频现
$

急性血吸虫病频发
(

!""$

年以来
#

栖霞区按照
)

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

长期规划
!

!""%

*

!"":$

"+

的要求
#

加大查灭螺工作

力度
#

血吸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

并于
!":"

年经过

省级考核达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

A!%

&

(

为了解

全区钉螺分布范围特点和钉螺消长趋势
#

我们对

!""$

*

!":%

年实施控制钉螺策略措施后的钉螺消长

情况进行调查%

$!&

&

(

张科 : 龚云华 : 候宁 : 章求平 : 李洁 : 孙继江 ! 丁有杰 A 吴锋 %B

!

摘要
!

目的 掌握南京市栖霞区钉螺消长情况
#

探讨控制钉螺策略措施
(

方法 采用回顾性

方法
#

分析比较
!CC$

*

!C:%

年全区螺情资料和现场不同环境类型螺情指标逐年变化情况
#

同时比较钉

螺面积与灭螺覆盖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

结果 全区
!CC$

前螺情居高不下
#

通过强化灭螺
#

江滩和通

江河道实施综合治理等措施
#

钉螺面积从
!CC$

年
& $$% !:$ D/

!

: D/E:C CCC 8

!

"

降至
!C:%

年的
A

$>: $@: D/

#

下降了
$%=&$F

#

活螺密度由
&=$!C

只
GC=## 8

! 下降至
!=C$C

只
GC=## 8

!

#

有螺框出现率由

>#=$F

下降至
#&=$F

#

呈逐年下降趋势
,

钉螺面积与灭螺覆盖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

!EHC=>I@

#

""

C=C$

"(

区内感染性钉螺最终消灭
#

并于
!C:C

年达到国家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
(

结论 强化灭螺

并实施有螺环境全覆盖药物灭螺结合综合治理是控制辖区内螺情的直接有效措施
#

但仍需加强螺情监

测
#

以巩固防治成果
(

!

关键词
!

血吸虫病
,

钉螺
,

消长
,

策略
,

栖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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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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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栖霞区灭螺面积和有螺面积消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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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方法

!'!

调查范围

每年春季对区内所有历史有螺环境开展钉螺分

布情况调查
%

!'(

调查方法

采用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查法
%

其中内陆河
&

沟
&

塘
&

渠间隔
$!#>8

设框
'

江滩采用
!

!>8"!> 8

"

棋盘式系统抽样法设框调查
'

每框调查面积
>=## 8

!

并捕捉框内所有钉螺
'

采用压碎镜检法逐只解剖观

察钉螺的血吸虫感染情况(

$#&

)

%

!')

钉螺控制措施

!')'!

药物灭螺

!>>$

年前
'

集中在重点地区和高危地带采用机

械喷洒法灭螺
'

药物为
$>N

氯硝柳胺乙醇胺盐可湿

性粉剂
'

用量为
!!% EV8

!

*

!>>$

年后则对有螺环境

采用全覆盖灭螺
'

主要采用喷粉法和喷洒法灭螺
'

药物为
%N

氯硝柳胺乙醇胺盐粉剂和
$>N

氯硝柳胺

乙醇胺盐可湿性粉剂
'

用量为
$> EV8

!和
!!% EV8

!

%

于每年
U

月下旬开始实施灭螺
'

并且确保对重点高

危环境每年
U

次灭螺
%

!')'(

综合治理

对具备综合治理改造条件的有螺环境则分别采

取挖高填低
&

吸沙填埋
&

围垦种植
&

挖池养殖
&

建

设厂房
&

兴修道路和水泥护坡等方法
'

彻底改变钉

螺的孳生环境 (

R

)

'

达到消除钉螺之目的
%

!'*

分析评价

统计
!>>$

#

!>#%

年不同环境钉螺面积
&

感染性

钉螺面积
&

有螺框出现率
&

活螺密度
&

钉螺感染

率
&

灭螺面积等指标
'

比较各项螺情指标逐年变化

情况(

S#T

)

%

同时比较灭螺覆盖率与钉螺面积消长变

化的影响
%

(

结 果

('!

钉螺控制效果

!>>$

#

!>#%

年全区共灭钉螺面积
$S &#% UR& H/

!

# H/W#> >>> 8

!

"%

其中药物灭螺
$# %S$ %&& H/

'

占

SR=S%N

*

环境改造灭螺
R #!S T#> H/

'

占
#!=#&N

*

消灭感染性钉螺面积
T %&T %$% H/

'

并从
!>>T

年起

至今已连续
R

年未发现感染性钉螺
%

灭螺覆盖率逐

年加强
'

从原
%U=&&N

上升到
#R#=&!N

!

表
#

"%

以

!>>$

#

!>#%

年灭螺面积
!

包括药物灭螺和环境改造

灭螺
"

覆盖率与钉螺面积作相关分析
'

钉螺面积随

灭螺覆盖率上升而下降
'

两者呈显著负相关
!

!WX>=SRT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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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情变化情况

通过连续多年对区内有螺环境的强化药物灭螺

和有螺江滩以及通江河道的综合治理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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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螺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

不仅钉螺面积明显缩

减
$

而且不同环境活螺密度等各项螺情呈逐年下降

趋势
#

其中内陆有螺环境由
!>>$

年的
##

个
!

条块
"

下降为
?

个
!

条块
"$

钉螺面积从
?$@ %>A B/

减少为

#!A $$! B/

$

虽未出现感染性钉螺
$

但有螺框出现

率和活螺密度近
$

年来下降不显著
$

呈现徘徊状态
$

!>#%

年全区内陆有螺环境的有螺框出现率和活螺平

均密度分别为
!&=!>C

和
!=?:

只
D>=## 8

!

%

通江河道

自
!>>$

年起
$

通过有条件的水泥硬化
&

涵闸改建
&

切滩清淤和护坡改造等综合治理改造以后
$

目前有

螺通江河道已从
!>>$

年的
&

条下降至
!>#%

年的
?

条
$

有螺面积从
#?$ >>> B/

减少为
$! #>> B/

$

活螺密度

亦呈下降趋势
$

但有螺框出现率依然变化不大
%

江

滩通过每年反复灭螺和滩地治理
$

全区江滩钉螺面

积 由 原
& >&> @>& B/

下 降 至
? ?AA A?A B/

$

下 降

$&=#>C

%

有螺框出现率由
@#=$C

下降至
!A=@>C

%

活

螺密度由
&=$!>

只
D>=## 8

!下降至
>=&%>

只
D>=## 8

!

$

感

染性钉螺面积亦从
!>>$

年的
? >&E A!& B/

下降至

!>>A

年的
>=>>> B/

$

并从
!>>A

年起至
!>#%

年未再出

现感染性钉螺
!

表
!

和图
#

"#

表
!

栖霞区不同环境钉螺面积年间变化与构成比

"#$%& ! FB, G06G60)26( /(- H,/0<H 7/02/)26( 6I 1(/2<1 /0,/1 6I -2II,0,() ,(7206(8,()1 2( J2K2/ 321)02L)

年份

M,/0

钉螺面积
!

B/

"

N0,/ O2)B 1(/2<1

!

B/

"

构成比
!

C

"

P68G612)26( 0/)26

!

C

"

内陆

'(</(-

通江河道

Q27,01 L6((,L),-

江滩

+/01B</(-

内陆

'(</(-

通江河道

Q27,01 L6((,L),-

江滩

+/01B</(-

!>>$

!>>&

!>>E

!>>@

!>>A

!>#>

!>##

!>#!

!>#?

!>#%

?$@ %>A

?#& ?>!

#$% $$!

#$% $$!

#$% $$!

#$% $$!

#$% $$!

#$% $$!

#!A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 EA! @AA

? A#$ #@A

? A>$ #$A

? E>$ #$A

? &AA A#A

? &@A A?A

? %>A A?A

? ?AA A?A

$=%&@

%=@&?

?=>&A

?=EE$

?=E$A

?=A$#

?=A$&

?=A&&

?=&>E

?=&#E

!=>&>

!=>A!

#=E$E

>=$A@

#=!&E

#=??!

#=??%

#=??E

#=%$#

#=%$$

A!=%E!

A?=>%$

A$=#E%

A$=&!E

A%=AE%

A%=E#E

A%=E#>

A%=&AE

A%=A%!

A%=A!@

图
'

栖霞区
?

种环境钉螺密度年间变化

()*+ ' M,/0<H 7/02/)26( 6I 1(/2< -,(12)H 6I ? )HG,1 6I ,(7206(8,()1 2( J2K2/ 321)02L)

年
M,/0

!>>$ !>>& !>>E !>>@ !>>A !>#> !>## !>#! !>#? !>#%

钉
螺

密
度

!

只
D
>
=
#
#
8

!

"

R
(
/
2
<
-
,
(
1
2
)
H

!

'
(
-
2
7
2
-
S
/
<
D
>
=
#
#
8

!

"

E

&

$

%

?

!

#

>

江滩
+/01B</(-

通江河
Q27,01 L6((,L),-

内陆
'(</(-

?#$

' '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卷终
"

'() * +,- ./0/12) 3214 567,89,0 !":$4 ;6<=%!4 56=&

!

讨 论

血吸虫病流行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

是一种

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寄生

虫病
$

栖霞区钉螺主要分布于沿江滩地
#

由于江水

落差大
#

加之滩地良好的植被状况以及丰富营养的

有机质土壤
#

为钉螺的生存
%

繁殖提供了适宜的孳

生环境
$

虽然通过连续多年的强化药物灭螺和综合

治理改造以后
#

区内螺情得到了较大改善和有效控

制
#

但江滩钉螺面积仍占较大比重
#

且内陆钉螺密

度下降迟缓
$

因此
#

要彻底稳固和控制区内的螺情

发展
#

必须在防治实践中积极探索更有效的灭螺方

法&

#>!#!

'

$

过去单一运用喷洒法灭螺效果较差
#

其主要原

因是有螺滩地面积大
#

春季灭螺季节取水困难
#

药

水喷洒不均匀等
$

因此
#

自
!>>$

年起全区采用喷粉

灭螺新技术与喷洒灭螺相结合的方法
#

并实行有螺

区域全覆盖药物灭螺
!

重点环境确保灭
?

次
"

后
#

全区灭螺效果快速而显著
#

有螺面积明显下降
$

在强化药物灭螺的同时
#

通过不断综合开发有

螺环境
#

采取挖高填低
%

吸沙填埋
%

围垦种植
%

挖

池养殖
%

建设厂房
%

兴修道路等方法
#

使原钉螺孳

生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变
#

从而有效压缩了全区的钉

螺面积
#

并于
!>>@

年起最终消灭辖区内感染性钉

螺
$

因此
#

在运用药物灭螺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

钉螺孳生环境的综合治理可达到控制和消灭钉螺的

良好效果&

#?

'

$

辖区内通过连续多年的强化药物灭螺和综合治

理改造以后
#

目前不同环境螺情分布呈现出以下特

点
( !

#

"

内陆
#

主要分布于区内小河及水塘
!

包

括小鱼塘
"

以及少数灌溉渠
#

虽多年未发现感染性

钉螺
#

但有螺框出现率和活螺密度下降较迟缓
#

环

境复杂且分布广
%

灭螺难度较大
$ !

!

"

通江河道
#

通过有条件进行水泥硬化
%

涵闸改建
%

切滩清淤和

水泥护坡改造等综合治理以后
#

区内通江河道钉螺

孳生环境大部分得到了有效改善
#

但仍有数条通江

河道因环境复杂
#

投入工程过大而没有改变
$ !

?

"

江滩
#

通过每年反复灭螺和滩地治理
#

虽然有了

较大幅度的下降
#

但仍占全区有螺面积的
@%=@?A

#

且主要分布于边角滩和较大面积的树木滩以及难以

开发的复杂江滩
#

要想彻底治理和改变江滩的钉螺

孳生环境
#

难度仍然很大
$

因此
#

必须持续加大对现有螺江滩尤其是高密

度有螺滩地
%

通江河道和内陆钉螺的打击治理力

度
#

继续保持强化灭螺措施并确保灭螺质量
#

加强

辖区内的螺情监测
#

尤其长江新涨滩地&

:%!:$

'

#

避免

和减少钉螺的人为扩散
%

外来钉螺的侵袭扩散
#

才

能巩固多年来所取得的血防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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