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吸虫病疫情·

三峡库区可能传播血吸虫病的

危险因素及其防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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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掌握三峡库区可能传播血吸虫病的危险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制对策。方法 采

用流行病学、免疫学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三峡库区流动人口、库区移民和家畜血吸虫病传

染源可能输入库区的潜在危险因素。运用钉螺生态学的方法，观察钉螺在模拟环境中的生存繁殖状

况，并提出防止血吸虫病传染源和钉螺可能输入库区的对策和措施。结果 从库区流动人口来自血

吸虫病疫区的!"#人中，查出!例间接血凝试验（$%&）和环卵沉淀试验（’()*）均阳性者。通过+个

年度的观察，肋壳钉螺和光壳钉螺都能在模拟环境中生存、繁殖。结论 血吸虫病传染源已扩散到库

区，一旦钉螺输入到库区，将会构成血吸虫病在库区流行。为及早杜绝隐患，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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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不少调查研究证实，三峡库区不是血

吸虫病流行区，也无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孳生［!L-］。

但三峡建坝后，随着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的改变，血吸虫病传染源和钉螺能否输入到库区，

未见系统报道。为了掌握三峡库区可能传播血吸虫

病的 危 险 因 素，并 提 出 相 应 的 防 制 对 策，我 们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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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三峡库区湖北省秭归、巴东县和夷

陵区的流动人口、库区移民以及生态环境等情况进

行了调查，并开展钉螺孳生环境的模拟实验，结果报

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F三峡库区传染源和钉螺输入的途径与方式调

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血吸虫病间接血凝试验（$%&）

及环卵沉淀试验（’()*）等免疫学方法［,］，对巴东、

秭归两县流动人口和库区移民进行血吸虫病检查，

并入户调查两县耕牛来源与放牧习惯，掌握库区有

无传染源输入情况。调查秭归、巴东造纸厂生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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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近几年造纸原料、园林花木的来源及数量，掌握

库区可能输入钉螺的途径与方式。

!"模拟钉螺孳生环境及其存活情况观察：在湖

北省 宜 昌 市 夷 陵 区 三 峡 大 坝 上 游#$%处，选 择

#&’%高程的耕作环境，分别模拟三峡建坝后库区

洲滩淤积区和移民点灌溉沟渠区，并将当地移民点

耕作区设为对照区，观察钉螺在实验区的生存繁殖

情况。钉螺投放实验所需的肋壳钉螺采集于湖北省

阳新，光壳钉螺采集于四川省眉山县。投放前，将采

集的钉螺清洗干净，放在瓷盘中挑选有活力的钉螺，

将钉螺均匀地撒布在三种环境中。在洲滩淤积区和

灌溉沟渠区分别投放肋壳和光壳钉螺各(’’’只，耕

作对照区仅投放肋壳钉螺(’’’只。逐月观察钉螺

在不同土壤条件下的存活、交配及繁殖情况。

)"土壤分析：分别取钉螺原孳生地四川省眉山

县、湖北省阳新县及夷陵区实验区的土壤适量，委托

湖北省林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测定土壤*+值、

腐殖质总碳、有机质、全氮、交换性钾等指标。逐月

取各试验区表层泥土，在室内分别用托盘天平称取

泥土!’,，置于铝制的土样盒内，采用烘干法测定并

记录 各 实 验 区 土 壤 湿 度。计 算 公 式：土 壤 湿 度

（-）.（土壤湿重/土壤干重）0土壤干重1#’’-。

2"库区基本情况调查：调查库区贝类生态环境

并收集地理、气象等有关资料，包括巴东、秭归县志、

统计年鉴、移民搬迁、流动人口等资料。

("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采用!!检验、相关分

析等统计学方法加以分析［(］。采用3433##"’统计

软件。

结 果

#"库区传染源和钉螺输入途径与方式调查：

（#）库区流动人口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年5月在巴东、秭归县城农贸市场、街头铺面走访了

外来经商人员)’’人，问卷调查其中!5(人（巴东县

#’)人、秭归县#5!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表#），

流动人口来自库区下游湖北省荆州、孝感、仙桃等血

吸虫 病 重 度 流 行 区 的 农 业 人 口 有 #6( 人，占

55"’)-。对#6(人进行了血吸虫病免疫学检查，查

出#例7+8和9:4;均阳性者。

（!）库区外迁移民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截至

!’’!年，三峡库区湖北省外迁移民共!#<’&人，其

中迁出省外(!(人，占!")<-；迁入省内血吸虫病

流行区#!566人，占(6"&6-，迁入省内血吸虫病非

流行区&6’5人，占)<"62-。库区重庆市迁入湖北

省移民 共6!#2人，迁 入 地 均 为 血 吸 虫 病 流 行 区

（表!）。

表! 三峡库区巴东、秭归县来自血吸虫病疫区的流动人口

问卷调查结果百分比（-）

调查内容 巴东县 秭归县

到库区经商 <5"’ &&"’
曾患血吸虫病 ##"& #)"!
每年往来原居住地 &#"! &#"&
回原居住地接触疫水 !!"’ !’")
在原居住地接受血吸虫病检查 )&"’ #&"#
在原居住地接受血吸虫病治疗 #5"6 5"5
到库区前接受血防宣传 #!"6 ’"5
到库区后接受血防宣传 ’"’ ’"’

表" 三峡库区重庆市移民迁入湖北省的分布情况

迁入血吸虫病流行区
迁出地人数

巫山县 奉节县 忠县 云阳县
合计

荆州市荆州区、江陵县 ##’! <<! #(!6 ##&5 2&’6
潜江市周矶农场 ’ ’ ’ ##2) ##2)
沙洋县荷花垸农场 ’ 6’’ ’ ’ 6’’
宜昌市草埠湖农场 #(( ’ ’ #(< )#2
枝江县安福寺镇 !(’ ’ ’ ’ !(’

合 计 #(’6 #5<! #(!6 !2&& 6!#2

三峡库区湖北省和重庆市迁入湖北省血吸虫病

流行区的移民共有#<&<#人。!’’!年<"#’月，对

迁入血吸虫病流行区沙洋县和潜江市的#(&2名移

民进行问卷调查，其中##&5人（62"&6-）做了血吸

虫病免疫学检查，查出7+8阳性#!例，阳性率为

#"’#-。

（)）库区旅游业发展情况：三峡大坝建成后，每

年将有!’’’多万以上的游客到库区旅游休闲、度假

观光。据秭归县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6"!’’’
年的游客人数分别为!("2、)!"6、2’")和6#"<万人

次，近几年以2’-"(’-的幅度增加，且国内游客占

<’-以上。因此，国内游客将血吸虫病传染源随旅

游业发展扩散到库区的潜在危险不容忽视。

（2）耕牛及家畜调查：对巴东县沿渡河镇罗坪

村、野马洞村、西壤坡村和秭归县茅坪镇、银杏沱村

的农户进行随机走访调查，由于大部分地区均为山

地，故耕牛数量较少，也没有发现有从疫区购进的耕

牛。!个县的耕牛5’-为黄牛、2’-为水牛。因淹

水后耕地面积减少，水牛数量呈下降趋势。库区的

黄牛品种主要有巴山黄牛、巫陵黄牛、盘江黄牛等，

奶牛主要是引进的江西黑白花奶牛；山羊以地方品

种为主。牛羊的放牧方式有圈养也有散放。

!"模拟孳生环境中钉螺的存活情况：!’’!年(
月在实验区的)种环境中分别投放了(’’’只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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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月，钉螺的成活率为#%&!$#&。淤积

区和灌溉区的肋壳和光壳钉螺的存活率差异无显著

性，但对照区的肋壳钉螺存活率明显低于淤积区和

灌溉区（表#，图’）。

图! !""!!!""#年实验区肋壳钉螺存活率

#(钉螺交配、繁殖情况：!""!!!""#年在#种

环境中，)!$月份均可观察到钉螺交配，*!+月份

均可查到幼螺。)!*月份钉螺交配对数较多，其余

月份较低。各实验区肋壳钉螺交配对数高于光壳钉

螺（表)）。

)(土壤分析：钉螺原孳生地和实验区土样检测

结果显示，,-值大部分为弱碱或碱性土壤，唯阳新

县为中性。湖北省阳新县和四川省眉山县的土壤有

机质、全氮、腐殖质总碳含量明显高于实验区。土壤

速效磷、钾、钙、镁等金属元素含量，各采样点差异不

大（图!）。

在实验区的#种土壤环境中，!""!!!""#年的

土壤湿度，淤积区 为’)&!!.&；灌 溉 区 为.&!
!!&；对照区 为)&!.&。各 月 的 土 壤 湿 度 淤 积

区!灌溉区!对照区（图#）。

$(钉螺输入途径方式调查：钉螺可能随造纸原

料芦苇而扩散，为此我们对生产厂家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巴东县原造纸厂现已停业。秭归县原有!#
家造纸厂，目前仅存’家造纸厂，该厂’++%年前用

麦杆为原料，因环境污染，’++%年改为废纸为原料，

未见从疫区购入芦苇原料造纸的情况。同时，对花

木的引进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巴东县!个园林场的

花卉除自己培植外，还从湖北省荆州、湖南省长沙等

血吸虫病疫区购进不同品种的花卉。经调查，苗圃

内未发现钉螺。秭归县近$年亦从湖北省宜昌、荆

州、枝江等血吸虫病疫区采购各种花木，从异地包装

搬运情况来看，经花木盆景携带钉螺的可能性很小。

图" 钉螺原孳生地及实验区土壤理化成分分析

图# !""!!!""#年模拟环境土壤湿度测定结果

讨 论

三峡库区位于东经’"*/!’’’/、北纬!./$"0!
#!/，属于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纬度范围内。目前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年均气温"’)1，年降雨量!
%$"22，三峡库区的年均气温"’*1，年降雨量!

表# 三峡库区模拟钉螺孳生环境各月钉螺存活率（&）

实验区 钉螺
!""!年月份

$ * % . + ’" ’’ ’!
!""#年月份

’ ! # ) $
淤积区 肋壳 +$ +$ %. ** *. *! *! ## !% #! $$ .$ $#

光壳 ++ +. %. %$ *! )’ ## )" !$ #$ )# $) $’
灌溉区 肋壳 +! +% %+ .* )" %) $% $$ ## #" $% *$ )’

光壳 +. +% .% %’ $# *# )’ !! )! !’ $. $+ )*
对照区 肋壳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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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峡库区模拟钉螺孳生环境钉螺交配及

繁殖幼螺情况

试验区 钉螺
钉螺交配对数

!""!年 !""#年

查到幼螺只数

!""!年 !""#年

淤积区 肋壳 $# #% &#! &"$
光壳 #’ #" &&! (’

灌溉区 肋壳 #& !’ )% (*
光壳 !% !$ %( *#

对照区 肋壳 &$ && $# #%

&"""++，且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气温冬春将升高

",#!&-，夏秋将降低",)!&,!-，年降雨量将增加

#++［%，’］。因此，库区的气候条件将有利于血吸虫

病流行。血吸虫病是人兽共患疾病，其传染源除了

人，还有牛、猪、羊、狗、鼠等$"多种家畜与野生动

物［(］。从传染源可能输入到库区的调查情况来看，

秭归县的流动人口多数为来自湖北省荆州、孝感等

血吸虫病流行区，其中&".左右的人曾经患过血吸

虫病，且每年(".以上的人群往返原居住地，但却

很少接受血吸虫病检查治疗。目前已发现&例血检

阳性者，表明血吸虫病传染源已经扩散到库区。库

区移至血吸虫病流行区的移民中也发现有&,"&.的

移民感染了血吸虫病，这部分人群也可能因返迁或

探亲将血吸虫病传染源带入库区。因此库区流动人

口和移民的血吸虫病防治应引起高度重视。

调查发现库区因山多地少，耕牛较少，且很少从

外地购买的耕牛。三峡建坝后，库区耕牛的数量将

随耕地面积的减少而减少，耕牛作为血吸虫病传染

源的可能会更小；但是库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规划

和优势，而畜牧业的发展对血吸虫病流行有重要的

影响［)］。因此，通过将疫区的牛、羊、猪等家畜传染

源输入库区的危险仍不能排除。

据有关文献报道，三峡建坝后库区淤积区将出

现很多边滩，#"年后将形成%"处洲滩。此外，库区

的回水区和&**!&’*+水位范围有可能形成钉螺

孳生地［&"］。为了探讨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改变后能

否孳生钉螺，在实验区通过!个年度的观察，肋壳钉

螺和光壳钉螺都能在模拟环境和对照区生存、繁殖。

实验结果表明，库区生态环境改变后，日本血吸虫的

中间宿主湖北钉螺一旦输入到库区是可以存活并繁

殖。此外，在巴东县溪丘湾乡贾家坡村的溪流环境

查到大量肺吸虫的中间宿主拟钉螺。根据现场情况

看，适合拟钉螺生存的潮湿环境同样也适合湖北钉

螺生存。

对钉螺原孳生地的四川省眉山县、湖北省阳新

县及夷陵区实验区的土壤理化成分分析结果显示，

土壤的/0值除阳新县为中性，大部分地区为弱碱

或碱性。实验区的土壤腐殖质总碳、有机质、全氮含

量明显低于湖北省阳新和四川省眉山县的条件下，

实验区#种环境中的钉螺都能存活。由此可见，尽

管将钉螺从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环境移入到土壤有

机质含量低的环境，但仍能生存繁殖。表明钉螺对

不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关于钉螺扩散到库区的可能性研究方面，肖荣

炜等［&&］报道，库区下游钉螺难以通过吸附船底带

入库区。辜学广等［&!］认为库区上游钉螺离库区甚

远（最近为!))1+），而钉螺顺水漂流最大距离为

&%(1+。尽管上游钉螺难以随洪水扩散至库区，但

是影响钉螺扩散的还有社会经济因素。如钉螺可随

造纸原料芦苇扩散［&#］，或通过发展养殖业随鱼虾扩

散等［&$］。因此，针对这些危险因素，应进行深入细

致的系统观察。

本研究针对三峡库区可能传播血吸虫病的危险

因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基本掌握了可能造成血吸

虫病传播的危险因素和现状。为了及早采取防范措

施，必须加强对以下有关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以

便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人群传染源的监测。卫生、公安、工商、

民政等部门，应做好对三峡库区的流动人口、移民返

乡人群、渔船民、游客的登记和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的

健康教育工作，对长期在三峡库区居住、逗留和务工

者应由当地疾病控制机构定期进行血吸虫病检查和

治疗，以防血吸虫病传染源在库区蔓延。

（!）加强家畜传染源的监测。畜牧业的发展可

能会因输入疫区的家畜，导致血吸虫病在库区流行。

因此应严禁从血吸虫病流行区引进家畜品种，如需

引进，必须对家畜进行血吸虫病检疫，避免将病畜输

入库区。

（#）加强钉螺的监测。三峡库区的气候和生态

条件适合钉螺孳生。随着库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

态环境的改变，不排除各种物资流动等因素将钉螺

输入到库区的可能性。一旦钉螺在库区孳生繁殖，

则防不胜防。因此，要切实做好钉螺的监测工作。

（$）建立应急反应监测与处理系统。尽管三峡库

区目前不是血吸虫病流行区，但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血

吸虫病传染源已经扩散到库区，因此要尽快建立应急

反应监测与处理系统，杜绝传染源和钉螺进入库区，

确保三峡工程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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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陕西省府谷县中小学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率调查

王恩元 魏兰英

为了解府谷县中小学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3S<H7）携

带情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年(月随机抽取

了府谷县中小学生"))’名进行了血清学检测。

$!对象与方法：选择府谷城区’所普通中小学，农村中、

小学各一所。小学生$’#$名，中学生$")K名，共"))’名，

用胶体金法测定，3S<H7全血快速测定。由郑州博赛生物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在有效期内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操

作。

"!结果：

（$）3S<H7阳性率：本次调查"))’名学生中3S<H7阳

性*J例，阳性率为"!K’T，中学生阳性率+!(*T（K$／$")K），

小学生阳性率$!JJT（"+／$’#$），中学生阳性率高于小学生。

中、小学两组统计学处理差异有高度显著性（!"U$)!$$，.!
#!##$）。

（"）不同性别3S<H7阳性率：男性"!*+T（J$／$K#"），女

性"!+)T（++／$+)J），男 女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显 著 性（!"U
#!+K，.!#!#K）。

作者单位：*$(J##陕西省府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恩元）；

府谷县医院（魏兰英）

（+）城区与农村3S<H7阳性率：城区学生阳性率"!’)T
（’(／"K*"），农村学生阳性率$!K(T（K／+$J），城区高于农村，城

区、农村两组经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U(!JJ，.!#!#$）。

（J）不同年龄组3S<H7阳性率：中学生$*岁以上年龄组

阳性率为最高J!")T，$J"$’岁阳性率+!(’T，$$"$+岁阳

性率$!’"T，)"$#岁 阳 性 率$!$+T，经 检 验 各 年 龄 组 间

3S<H7阳性率差异有高度显著性（!"U"#!J$，.!#!##$）。

+!讨论：府谷县中小学生3S<H7携带率为"!K’T。低

于其他地区水平，男、女之间无差别，城区高于农村，各年龄

组3S<H7携带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提示除对家长加强卫

生知识宣传力度外，还应严格执行安全注射，接种时必须做

到一人一针一管一消毒。乙型肝炎疫苗免疫+"K年后有效

抗体降至*#T，)"$#年降低K#T，因此对于未被感染的学

生应进行乙肝疫苗全程足量接种或加强免疫。我国是乙肝

的高流行区，能否有效地控制，关键在农村，自卫生部颁发

《全国乙肝疫苗接种方案》并决定$(("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推

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府谷县近年来乙肝疫苗接种取得了较

大进展。

（收稿日期："##J&#K&$"）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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