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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遥感技术快速确定鄱阳湖区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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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快速确定鄱阳湖区钉螺孳生地带及血吸

虫病高危区域。方法 在鄱阳湖区内选择三个血吸虫病重度流行村周围的洲滩，用传统方法进行螺

情调查，卫星定位仪（)-+）记录有钉螺点的经纬度。运用 .,/0+ *!0)*1. 软件对鄱阳湖区枯水期的

卫星专题制图仪（’!）遥感片进行计算机非监督分类，校正植被指数（1/2*）和穗帽湿度变换指数（’3）

模型计算，并对有螺点相对应 ’! 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鄱阳湖区钉螺分布和孳生与洲滩湖草

的生长状况及湿度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现场调查的钉螺分布图，有螺点主要分布在计算机非监督分类

的 4、5 和 6 类中，进一步模型分析表明：有螺点主要分布在 1/2* 7 889 和 ’3 在 : 89 ; < 之间，其准确

率达 =>?以上。结论 本项研究提示：运用计算机非监督分类法可大致确定 4、5 和 6 类为有螺植被

环境，然后通过 1/2* 7 889 确定植被优质区为钉螺的孳生环境，最后通过 ’3 @ : 89 ; < 可确定钉螺最

佳孳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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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具有严格的地方性，它与

钉螺的分布基本一致。可分为水网、湖沼和山丘三

种不同类型。其中，湖沼型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又

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受长江一级水位影响的江湖滩

基金项 目：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热 带 病 研 究 规 划 署 资 助 项 目（ */
==9<56）

作者单位：A999A> 上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

制所（郭家钢、吴晓华、王蓉蓉、陈名刚、郑江）；江西省寄生虫病研究

所（林 丹 丹、胡 广 汉、宁 安、刘 红 云、吕 尚 标、李 东）；+KCII ’#DNC$"&
*(IFCFUF%（!"#$%& ’"((%#）

地，钉螺呈面状分布；是钉螺的主要分布区；另一类

为受长江二级水位影响的滩地，钉螺分布逐步转变

为网状分布，这类地区全年都可能发生感染，并因洪

水造成钉螺的扩散。据统计，目前湖沼型钉螺面积

占全国钉螺总面积 <X 亿平方米的 =>?以上［8］。其

中，江西省鄱阳湖周围的 6 个县为血吸虫病重度流

行区，该区域湖滩有明显的冬陆夏水特点，钉螺分布

在海拔 8> ; 85 M 之间，水淹时间 < ; 6 个月为有螺

区。根据不同年份的水情和淹水时间的长短，草洲

的植 被 可 发 生 改 变 而 导 致 钉 螺 孳 生 情 况 有 所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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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鄱阳湖区的草洲植被变化是影响该地

区钉螺生长繁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试图通过卫星

遥感影像对鄱阳湖区洲滩植被状况进行分析，快速

确定鄱阳湖区的钉螺孳生情况。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区选择：选择江西省鄱阳湖区三个重度

血吸虫病流行区作为试验区，包括永修县吴城镇的

吉山和荷西村，星子县的新华村。

! #钉螺分布调查："$$% 年 "& 月，对试验区内的

草洲进行钉螺调查。（"）系统抽样法：适合于钉螺较

多而分散分布的环境，方法为每隔 ’ ( ) "& ( 设框

（& #"" (!）调查，如果草洲面积大，适当放宽距离为

"& ( ) ’& (，在查到钉螺的地点用卫星定位仪（*+,）

记录各点的经纬度。（!）环境抽样法：在系统抽样中

查到钉螺的地方，以螺点为中心的 " 万平方米，随机

抽取 !& 框进行调查，收集全部点中的钉螺，回驻地

进行压碎计数，计算活螺以及感染螺密度；记录螺点

中心的 *+, 数据。

- #卫星遥感数据：购买我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

./01,/2 ’ 卫星专题制图仪（23）遥感数据，轨道：

"!" 4 &5&，日期："$$$ 年 5 月 6 日（枯水期），景中心经

纬度：北纬!%’ "’7 #&-6 "0，东经" "6- !"! #-%" ! 8，

像素大小为-& #&& (。

5 # 遥 感 数 据 分 析：遥 感 数 据 分 析 在 891/,
:(;<:=> 软件上进行。截取试验区内的卫星影像图，

运用鄱阳湖区 " ? ’ &&&的地图进行数字化后对卫星

影像图进行校正。对校正后的影像图分别进行计算

机非监督分类（@=A@B>CD:A>E FG;AA:H:F;I:J=），校正植被

指数（=JC(;G:K>E E:HH>C>=F> D><>I;I:J= :=E>L，01MN）和

穗帽湿度交换指数（I;AA>G>E F;B，2O）模型分析，并对

照有螺点数据作综合分析。

结 果

" #计算机的非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的技术参

数为：最大轮回次数为 !&，集中极限为& #$’&，共分出

"& 类。分类后的影像分别用假彩色进行标记，蓝色

代表湖水，红色代表优质植被区（图 "）。当对照钉

螺孳生地相应位置上的分类值后发现，有螺区处在

分类的 6、7 和 % 类上，集中分布在红色代表植被优

质区，而对于其他农作物的提取值则分布于分类的

% 和 $ 类。

! #01MN 模型计算：试验区内的校正植被指数值

范围为 -5 P "5!（图 !）。很明显 01MN 值在 6- P $-
之间则无植物生长，$5 P $6 之间则植物生长贫乏。

当 01MN 值高于 ""& 时，植被生长良好。我们将钉螺

孳生地的相应卫星图片数值提取出来后发现，主要

分布在 "&% P "-$ 之间，其峰值为 "!’。01MN 值 Q
""’ 的区域内，有 %’R的螺点分布在该区内，"- #$R
的耕种区（无螺）分布于该区内；如果我们将 01MN Q
""& 作为判断标准时，则有$5 #-R的螺点分布在该区

内，-- #-R的耕种区（无螺）分布于该区内。

图! 鄱阳湖试验区内卫星图片 01MN 值分布图

- # 2O 模型计算：在运行 2O 模型后，湿度的范围

为 S %% P 5%。当我们将钉螺孳生地的相应卫星图片

数值提取出来后发现，主要分布在 S "’ P - 之间，而

其他农作物的提取值则分布于 S -5 P "$ 之间。如

果我们将 2O 确定为 S "& P - 作为判断标准时，则有

$-R的螺点分布在该区内，只有 7R 的耕种区（无

螺）分布于该区内（图 -）。

讨 论

遥感是一种把从空间观察的目标通过在特定的

规模下确定光谱的应答数量，简单地变更成为可测

量格式的方法。类似一些影响钉螺生长和发育的因

素如高度、湿度、雨量和潮湿度以及植被类型等都可

在遥感图像中反映出来。!& 世纪 $& 年代后期遥感

技术 逐 步 在 媒 传 寄 生 虫 病 中 得 到 广 泛 应 用。如

O:T@G;［-］利用遥感图像分类分析，区分和识别滩地植

被和蚊虫孳生地；U@VJWAV: 等［5］利用 *N, 技术对路

易斯安那平原地区肝吸虫的螺中间宿主和土壤类型

进行分析，结合土壤覆盖情况得出椎实螺的分布范

围。3;GJ=>，U@VJWAV:［’］在 埃 及 尼 罗 河 利 用 0X//Y
/MZ99 卫星遥感资料，建立了温差模型，以确定该

地区曼氏血吸虫病和双脐螺的相对危害性及地理分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O[:= \ 8B:E>(:JG，/BC:G !&&!，MJG#!-，0J#!

 



布。周晓农等［!，"］、杨惠敏等［#］应用钉螺的生物学

特征结合遥感资料进行空间分析，得出我国大陆钉

螺区域分布，并对我国南京和江苏省周围地区钉螺

扩散及血吸虫病流行进行了预测，对洪水利用 $%
遥感卫星图片监测江滩变化以了解钉螺孳生地的变

化。而本项研究探索了同时应用计算机非监督分

类、校正植被指数、穗帽湿度变换指数三个指标以快

速确定钉螺孳生地之新方法。

由于鄱阳湖区钉螺的最佳生存环境是水淹 & ’
# 个月的洲滩，这类洲滩上湖草生长茂盛，具有钉螺

生长繁殖的最佳湿度和温度。而利用 ()*+,)$$%
遥感图像中的光谱数据可将土壤、水和植被区别开

来，并利用可见光谱和不可见光谱进行计算和转换，

建立复合模式后，提取出适合钉螺生长繁殖的湿度、

温度及植被的洲滩区域，合成相关假彩图。本研究

通过计算机的非监督分类，能迅速确定 !、" 和 # 类

为有螺环境，然后通过 *+-. / 001 确定优质植被区

为钉螺孳生环境，最后通过 $2 3 4 01 ’ & 确定钉螺

最佳孳生地，其准确率达 567以上。该方法具有简

单、准确和快捷等优点，是目前快速确定有螺地带和

血吸虫病高危区的最佳方法之一。有关每年洲滩湖

草兴衰变化与钉螺生长的关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

（对美国宇航中心、宇航相关技术卫生应用中心的 89:;<

=;;> 提供 ?., 和 @, 技术支持表示感谢）

（本文图 0、& 见插图第 AB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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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分会

第五届换届会议预备通知

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办的“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拟定于 A11A 年 01 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五年

一度的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将交流近年来流行病学各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会议专家云集、内容前沿、信息量大、实用性

强。会议期间将进行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换届。同时还将进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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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及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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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术大会稿件，以及作者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及 ‘BOJGK。征稿日期到 " 月 &0 日截止。论文以《中华

流行病学杂志》增刊形式发表，部分优秀论文将刊登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

ZL会务：会议具体日期及地址下期通知。代表会务费及资料费 !11 元，差旅、食宿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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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遥感技术快速确定鄱阳湖区钉螺孳生地的研究

（正文见第 !! 页）

红色为第 " 类，水红色为第 # 类，黑色点为有螺区域

图$ 经过计算机非监督分类后的假色彩合成图像

有螺区主要分布于 % $& 至 ’ 之间，而农作物的分布则在 % ’( 至 $! 之间

图’ 钉螺孳生地，农作物地以及湖水区相应卫星图片经穗帽湿度变换模型处理后的数值图

插图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