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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区地理环境与血吸虫病传播

林丹丹 张绍基

鄱阳湖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沿湖 !! 个县（市、

区）为我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一。由于这

类疫区水位呈季节性变化，有螺面积辽阔，地理环境

和流行因素复杂，人、畜同为传染源，故血吸虫病疫

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为阐明地理环境对血吸虫

病之传播影响，自 "# 世纪 $# 年代起，我们就此开展

了系列研究，现将研究结果及论点综述于后。

! %湖 区 概 貌［!］：鄱 阳 湖 位 于 东 经 !!&’ ()* +
!!,’(,*，北纬 "$’"(* + ")’(,*，地处江西省北部，长江

中下游南岸，似葫芦形。鄱阳湖与赣江、抚河、信江、

饶河、修河等五大河流尾闾相接，承纳上述河流来

水，经调蓄后由湖口入长江，属过水性、吞吐性、季节

性的湖泊。每年 ( + , 月份，水位随内河洪水入湖而

上涨、漫滩，湖面扩大；- + ) 月份因长江涨水引起顶

托或倒灌而维持峰值，湖面一望无际；!# + !! 月份

稳定退水，湖滩显露，湖面变小，有呈“冬陆夏水”的

独特景观。

湖区地貌可分水道、洲滩、岛屿、内湖和港汊等

若干类别。在湖区各类洲滩中，沙滩数量很少，高程

（吴松口海拔高度）较低，分布在主航道两侧；泥滩多

于沙滩，高程居中；草滩数量最多，高程多在 !( +
!- .，面积约!/ %/(亿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东、南、西

部五大水系入湖的三角洲，植被茂盛，适宜钉螺孳生

繁殖。

" %中间宿主与主要传染源：

（! ）钉 螺 分 布 与 自 然 环 境：湖 北 钉 螺

（!"#$%&’(")( *+,&"-)-）是鄱阳湖区日本血吸虫的唯

一中间宿主。钉螺的孳生和分布与洲滩的高程、植

被、土壤及常年水淹天数密切相关。

湖区钉螺具有因不同的高程其分布各异的分布

格局［"，/］。)( %,0钉螺面积分布在 !( + !- . 高程范

围内，这些洲滩通常于 ( + & 月份被湖水淹及，!# +
!! 月 份 退 水 露 出 滩 地；!/ .以 下 和 !$ .以 上 洲

滩无螺，高程在 !/ + !( . 和 !- + !$ . 的有螺洲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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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仅占/ %(0和" %#0。在年均水淹 $ 个月以上的

下高程洲滩或年均水淹 / 个月以下的上高程洲滩很

难发现有螺。全年水淹天数对钉螺分布的影响具有

重要作用，但钉螺分布高程并非由当年水位变化决

定，而是历年水位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有螺带高程

一般来说相对稳定，年间变化不大。高围与堵汊灭

螺就是通过控制水位，改变草洲水淹日数，以彻底改

变钉螺孳生环境来实现目标。

钉螺的分布与植被的种类、分布有密切关系，植

被可提供其生存的微小气候环境和食物。大量的调

查研究证明鄱阳湖区洲滩钉螺孳生地的优势植物为

苔草群丛，苔草生长愈好，总盖度愈高，钉螺分布越

多，一般盖度超过 ,#0就可发现钉螺，且密度较高，

而盖度 "#0以下的地区则无或甚少钉螺。有螺必

有草，但有草不一定有螺［(］。

鄱阳湖区洲滩钉螺分布辽阔，缺乏明显的“二线

三带”（两线即最低有螺线与最高有螺线，三带为上

稀螺带、密螺带及下稀螺带）完整状态，草洲上钉螺

多呈片状分布，而湖边河道、高地及湖汊则呈线状或

点状 分 布，但 通 常 有 一 个 密 螺 带（高 程 在 !( +
!, .）。活螺密度与感染螺密度的分布呈显著正相

关，感染螺大多分布在村旁或人畜常到、野粪污染严

重的洲滩；洲滩上沟、塘、坑洼等特殊地形，其活螺密

度及阳性螺密度较同一滩地为高，感染螺在钉螺孳

生地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与负二项分布和

12345678839:3;83; 分布拟合良好。张绍基等［"］以感

染螺密度为主要指标，参考钉螺密度和急性感染人

数，提出了血吸虫病易感地带的分类标准，将钉螺密

度较高，感染螺密度!# %##&只 < # %! ."，容易发生急

性感染的洲滩定名为易感洲滩，据统计，这类洲滩约

占有 螺 洲 滩 总 数 的 ! < (；感 染 螺 密 度 = #%##&只 <
# %! ."的次易感洲滩也占 ! < (；而半数以上洲滩未查

获感染性钉螺。实践证明，通过这种分类方法开展

易感地带灭螺及实施分类指导的防治策略，取得了

显著的防治效果。

鄱阳湖年均淤积泥沙约! ###万吨，入湖泥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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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五大水系，长江倒灌入湖沙量仅占!" #$%，全

湖年平均淤高约" #"&& ’，由于上述原因，可导致某

些低洼地或远离主要水道的内湖逐渐淤高和发展成

新的洲滩，洲滩植被生长改变，适宜钉螺孳生。以星

子县 西 乌 龟 洲 为 例，!()* 年 仅 有 少 量 的 下 高 程

（!+ ’以下）植被———蓼子草群丛，以及极少的中、高

程优 势 植 被———苔 草 群 丛，钉 螺 密 度 很 低，仅

" #""" $只 , " #! ’&，且无感染性钉螺，此后洲滩由于

泥沙的淤积，苔草群丛逐渐增多，钉螺密度也逐渐升

高，并发展成一类易感洲滩，!((( 年钉螺密度和感

染螺密度分别达+ #$-( *只 , " #! ’& 和" #""* -只 , " #!
’&。

三峡建坝后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传播影响的预

测性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的传

播影响不大。这主要是根据大坝蓄水调控方案、水

位升降及泥沙淤积状况及鄱阳湖钉螺生态、血吸虫

病流行状况推导，认为建坝后春季（$ . - 月份）水位

抬高，鄱阳湖将提早淹没!) #+%的有螺面积，有可能

导致局部泥沙淤积和钉螺扩散，以及感染螺比例上

升，感染血吸虫病人数增加，但范围仅占鄱阳湖有螺

面积的 ! , /，时间占全年的 ! , $［/］。

（&）主要传染源与血吸虫病传播：鄱阳湖区日本

血吸虫的终宿主为人和家畜，以及其他野生的哺乳

类动物。放牧于鄱阳湖洲滩的病牛、猪和到洲滩上

活动的病人（捕鱼、割草、游泳等）为血吸虫病的传染

源。根据部分易感洲滩野粪污染指数的调查结果，

发现来自牛粪的虫卵占 ("%以上，猪粪约占 -% .
)%，推测病牛和病猪（尤其是幼畜）为当地血吸虫病

的主要传染源；实验流行病学研究也获得同样结论：

家畜普治后或禁止放牧后可使洲滩感染螺密度降为

零或接近于零［&，-，*］。

鄱阳湖区其他家畜种类和数量以及上洲滩活动

的频率甚低，哺乳类野生动物已面临灭绝的境地，啮

齿动物以东方田鼠为主，为日本血吸虫非易感动物。

猪如能按乡规民约加以圈养，则耕牛的血吸虫病化

疗将是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环节之一。

鄱阳湖水面血吸虫尾蚴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季节

性变化［*］。每年 $ . - 月份，是血吸虫在终宿主和中

间宿主相互传播的“交汇点”，此时洲滩处于浅水期，

雌螺大量产卵（+ . $ 月份），螺卵在浅水中成批孵出

幼螺（$ . / 月份），洲滩新生螺数量剧增（- 月份），随

后（- . * 月份）多数老螺陆续死亡而被新螺取代，从

而维持螺种的生存和繁衍，同时，久经干旱的感染性

老螺在死亡前的 & . + 个月遇水后不断逸蚴，感染

人、畜，人、畜由于此时上洲滩活动频繁，野粪污染严

重，粪中虫卵入水后迅速孵出毛蚴，再度感染新螺，

从而使血吸虫在钉螺世代更替后得以继续生长发育

和繁殖；* . ) 月份因老螺大批死亡，新螺尚无大量

成熟尾蚴而使人畜染病机会较少，此时家畜放牧亦

中止，无畜粪污染洲滩将毛蚴传给钉螺的机会，为血

吸虫非易感季节；( . !" 月份新螺大量逸蚴，水面尾

蚴密度剧增，为人畜感染的另一易感季节，由于此后

未见新螺感染率继续上升而推测此时并非为毛蚴侵

入钉螺的主要季节；!! 月份至翌年 + 月份，为洲滩

枯水期，血吸虫病传播休止。

根据以上传播规律，从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目标

考虑，提示必须重视春夏之交这一关键时期，以此作

为化疗和灭螺的有利时机。在春季涨水前对主要传

染源实施化疗或进行易感地带灭螺，确保新螺不受

感染，随着老螺的自然死亡而促使有螺洲滩逐步“净

化”。

+ #疫区分类与流行态势：鄱阳湖区的血吸虫病

疫区，除极少部分为山丘型疫区外，绝大部分为湖沼

型疫区，根据水位变幅、钉螺孳生地类型、居民点位

置和血吸虫病流行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洲岛、汊

滩、洲垸和垸内 $ 种类型。

鄱阳湖区无垸内型疫区，一般在筑堤或围垦后

+ . / 年，垸内钉螺逐渐自然灭亡，无新生螺出现，疫

情随之减轻。!(() 年国务院为根治水患而提出的

“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规划，有可

能使原本无螺的垸内垦殖区还原为“冬陆夏水”适于

钉螺孳生繁殖的辽阔草洲。据调查，&""! 年某些平

退区垸内农田经二三年废弃，已出现草洲化改变，并

在永修县东风圩垸内发现钉螺。此外，为发展湖区

经济，牛、羊等草食动物数量势必也有较大增长，放

牧家畜也将逐年增多；再加上放牧地点因圩内平退

而内迁等因素，最终有可能导致血吸虫病易感地带

的扩增和疫区范围的扩大，以及流行程度的加剧。

“平”、“退”区的生态环境改变和随之而来的血吸虫

病防治（血防）问题，目前正在严密观察中。

洲岛型疫区因村庄四周被有螺洲滩包围，涨水

季节形成孤岛、人畜野粪污染严重，居民接触疫水频

繁，故疾病流行程度最为严重。在 &" 世纪 )" 年代，

各洲岛的居民血吸虫病粪检阳性率大多在 +"% .
$"%，个别自然村的粪检阳性率可高达 )"%。虽通

过历年积极防治，目前仍有个别自然村居民由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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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接触疫水，感染率仍高达 !"#左右，这类疫

区数量约占湖区总疫区村的 "#。洲滩型与洲垸型

疫区的居民感染率与村庄离易感染洲滩远近密切相

关，在 洲 滩 型 疫 区，沿 湖 一 线（村、洲 之 间 距 离 $
"%% &）的感染率原可达 ’"# ( )%#，目前已降至

’%#左右；二线（村、洲之间距离在 "%% ( ’ %%% &）约

为 "#；三线（村、洲之间距离 * ’ %%% &）大多低于

)#；洲垸型疫区居民感染率也以沿堤一线为高，二

线次之，但居民感染率又普遍低于洲滩型。上述简

易而又层次分明的疫区分类方法，始于“七五”而沿

用至今，对分类指导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具有实际

意义。近年来，在确定某村疫区层次时，如缺乏近年

粪检结果也可根据居民点的地理环境，结合历史查

病资料，当地感染螺密度，以及人群接触疫水的方式

和频率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和估测。

鄱阳湖区原有 ’+ 亿平方米有螺洲滩面积，经历

年围垦、堵汊蓄水养鱼、不围而垦及易感地带灭螺，

目前已压缩到, -)亿平方米；原有血吸虫病患者 )+
万，经历年积极防治，特别是近年“八五”、“九五”血

防规划和世界银行货款项目的同步实施，患病人数

大幅度减少，目前已降至 ’% 万以下；急性血吸虫病

人数减少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 ’%% 例以下［.，/］。至

’/// 年，血吸虫病感染率 * ’"#的“一层村”在 0 年

内减少"’ -’#；感染率介于 )# ( ’"#之间的“二层

村”减少了)" -0#；而感染率 $ )#的“三层村”增加

了+. -.#。一、二 层 村 的 人 群 平 均 感 染 率 分 别 从

’//! 年的’, -,#和+ -.# 下降至 ’/// 年的, -.# 和

’ -+#，降幅分别为"/ -%#和0% -.#，三层村从 ’//)
年起仅在 ’//. 年发现粪检阳性病例外，各年均未发

现病人。耕牛感染率和洲滩感染性钉螺密度也有显

著下降［’%，’’］。疫区居民患病状况明显改善，肝脾肿

大和肝纤维化程度在连续化疗 ’ ( ! 年后约有 "%#
的患者向好的方向转变［’!1’+］，与此同时，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疫区面貌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 ! 年的疫情监测表明，’//. 年鄱阳湖区遭受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后，由于强化了干预措施，多数

疫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并未加剧；某些疫区村的疫情

仍较严重；洲滩钉螺密度的变化因地而异，部分洲滩

钉螺可能因涨水过早或 2和淹水期太长以及泥沙高

度淤积等原因而出现剧减，但灾后一二年均迅速回

升，全湖区 +! 个疫情监测点结果显示，活螺平均密

度 从 ’//0 年 的 % -/0" 2 % -’ &! 下 降 至 ’//. 年 的

% -+0+ 2 % -’ &!，后又回升至’ -+!. 2 % -’ &!。

+ -防治目标与策略：鄱阳湖区血吸虫病经过 "%
年积极防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防治进展和卓著的

成就，形势喜人。但由于湖区仍存在广阔的有螺面

积，且广阔的有螺草洲是疫区居民放牧耕牛的天然

牧场，洲滩污染严重；疫区居民因大多从事农业、渔

业生产频繁接触疫水，人群化疗后的再感染率仍保

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此类疫区的血吸虫病问

题为再感染。此外，随着 ’//. 年世界银行货款项目

的终止和经费投入的削减，以及 ’//. 年洪灾后“平

垸”、“退田”、“移民”总体规划的分步实施，如不及时

制订因地制宜的防治目标和策略，有可能导致疫情

回升，难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血防成果。

我们在认真总结鄱阳湖区正反两方面防治经验

基础上，结合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实际问题，根据“分

类指导”和“科学防治”的原则，提出了一个面向新世

纪的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和策略框架［’"］，认

为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鄱阳湖区血防总目标仍

将以“控制疾病”为主，其策略重点首先必须加大人

群化疗力度，进一步控制病情，减轻危害，同时深入

开展健康教育，减少暴露与感染，提高人群化疗依从

性。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村旁易感洲滩的有限灭

螺以减少钉螺密度，实施幼牛普治和成牛查治以减

少钉螺感染率，最终达到压缩感染螺密度的目的。

同时，抓住目前国家为根治水患增大水利建设

投入和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有利时机，努力

寻找并争取结合血防的综合治理项目，尤其是种养

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改造”灭螺项目，例如在平垸

区的圩堤决口处修筑 ’. & 高的矮围，通过圩内蓄水

养鱼的方法，防止平退区垸内出现草洲化，改变钉螺

孳生环境，将生态灭螺纳入其中，作为发展湖区经济、

防止圩内繁殖钉螺或消灭圩内钉螺的一项重大举措，

将是今后湖区血防的发展方向，因为它将给疫区带来

振兴社区经济和控制血吸虫病的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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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广州市正常人群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抗体水平调查

李美霞 周秀珍 张瑞丹 易鸿 许萍

广州市 !"#+ T !"#) 年曾出现过一次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脑）流行［!］。!"), 年始我市实施了 R 群流脑多糖体菌苗

接种，流脑发病率明显下降。为了掌握广州市人群流脑抗体

水平情况，我们于 !"") T !""" 年对 *"* 名正常人群血清进行

流脑 R 群杀菌抗体水平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标本来源：采用横断面研究，按整群

抽样方法，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分 , 个年龄组（% T
岁、, T 岁、!% T 岁、!, T 岁、-% T 岁）在广州市各区采集正常人

群血标本 *"* 份，分离血清，U $%V保存待检。被调查人群主

要为托幼机构、中小学生及饮食服务行业人员。制定统一调

查表，由流行病学医师对被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检

测方法：R 群流脑杀菌抗体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

剂为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生产，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滴度!!&* 为阳性。

$(结果：（!）正常人群流脑抗体水平：在 *"* 份标本中，R
群流脑杀菌抗体阳性 -,+ 份，总阳性率为+$(-W，I7S 为 ! &
!%(!$，表明大部分人群对 R 群流脑具有免疫力。其中 !"")
年检 测 $*# 份，阳 性 !,# 份，阳 性 率 为 #-(*W，I7S 为 ! &
!!()+；!""" 年检测 $*) 份，阳性 $%! 份，阳性率为)!(%W，I7S
为 !&) ()$。!""" 年抗体阳性率高于 !"") 年，两者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
$ X !"(!#，! Y %(%%,）。（$）不同年龄组人群流脑

抗体水平：各年龄组人群抗体阳性率及 I7S 均不同，其中，,
T 岁组最高（阳性率和 I7S 分别为"#(#W和 ! & $!(*+）；其次

为 % T 岁 组、!, T 岁 组 及 !% T 岁 组，阳 性 率 分 别

为)#(+W 、),(% W 和#+(% W ，I7S分 别 为!& !)(%*、! & !*(,$

作者单位：,!%%)%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流行病科（李美霞、周秀

珍），细菌检验科（易鸿、许萍）；广州市荔湾区卫生防疫站防疫科（张

瑞丹）

和 !&, ($,；-% T 岁组阳性率和 I7S 最低，分别为$#(%W和!&
$ (*)，各年龄组间抗体阳性率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X
!,#(,-，! Y %(%%,）。（-）不同性别人群流脑抗体水平：男性抗

体阳 性 率 和 I7S 分 别 为 +)(-W 和 ! & !!(*)，女 性 分 别 为

#+(%W和 !&!%(!$，男性阳性率高于女性，两者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
$ X !,#(,-，! Y %(%%,）。

-(讨论：正常人群抗体水平是评价人群免疫状况的一个

重要指标。当人群免疫水平低下，人口大量流动，流行菌株

发生改变时，可引起流脑爆发或流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广州市大部分人群对 R 群流脑具有免疫力，特别是低年龄组

人群，这主要与广州市实施 R 群流脑菌苗计划免疫有关。如

果继续保持和提高我市 R 群流脑菌苗的计划免疫工作，使人

群的免疫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全市大规模爆发 R 群流脑的可

能性是不存在的。

-% 岁以上组流脑抗体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其主要

原因是：（!）我市 R 群流脑菌苗计划免疫人群最大年龄组为

高中二年级学生，免疫效果不可能维持到成年期；（$）由于多

年来采取了综合性的防疫措施，尤其是 R 群流脑菌苗的普遍

接种，使得 R 群流脑菌群在人群中的分布有限，带菌率控制

在低水平，减少了成人的自然感染率和隐性感染机会。提示

今后除继续做好免疫人群的预防接种外，应加强成人流脑的

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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