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吸虫病疫情!

冬季气候变暖对血吸虫病影响的气候评估

俞善贤!滕卫平!沈锦花!蔡剑

!!!摘要"!目的!评估中国冬季气候变暖可能影响血吸虫病传播范围和程度"方法!从全国K%%
个气象站中选取!#&个气象站的历年!月份平均气温和最低平均气温资料#分 析 冬 季 气 温 变 暖 的 趋

势和幅度$用!月份平均气温$\%最低平均 气 温PE\指 标 来 评 估 气 候 变 暖 对 血 吸 虫 病 传 播 范 围 的

影响#并分析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全国冬季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月份最低平均气温和

平均气温在!"O&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内平均值分别上升!’%\%$’"\左右#!月份最低平均气温PE\
和平均气温$\等值线向北移动!!#个纬度"结论!冬季气温变暖有利于钉螺越冬$气候变暖和&南

水北调’加大了钉螺向北扩散的可能性#应加强钉螺的监测工作"

!关键词"!血吸虫病$钉螺$气候变暖$气候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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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全球气温正在逐步上升#特别到!"O$
年代#全球气温上升更加明显#高纬度地区比低纬度

地区变暖明显#冬季比夏季明显#降水同时也发生了

比较明显的 变 化"!""$年#VS**预 测 全 球 气 候 变

化可能影响媒传寄生虫和病毒性疾病的传播#其中

最显著的影响是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等疾病的流

行加剧"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月份平均气温$\
以上地区,!-#主要原因是钉螺在冬季北方低温下#不
能正常越冬#导致无法繁殖下一代#所以#冬季温度

对钉螺能否生存起决定作用"气候变暖对血吸虫病

传播的影 响 已 引 起 国 内 有 关 专 家 学 者 的 重 视,#@E-"
但是#我国在气候变化可能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

作者单位.%!$$!K杭州#浙 江 省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所*俞 善 贤%滕 卫

平%沈锦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蔡剑+

范围和影响程度方面的研究报道尚少,E-"主要原因

是部门分割%信息资源难以共享和学科间的交叉渗

透不够所造成的,(-"本文对我国冬季气候变暖可能

影响血吸虫病传播的范围和程度进行气候评估#为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宏观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资料与方法

!’气候资料.从中国气象局资料室提供的全国

K%%个地 面 气 象 站 自 建 站*一 般 在!"($年 代+到

#$$!年的各月 平 均 气 温%月 最 低 平 均 气 温 资 料 中#
根据需要选取其中的部分资料"

#’血吸虫病传播北界线指标.分别用!月份平

均气温*/2+$\%!月份最低平均气 温*/>+PE\作

为划分血吸虫病传播北界线指标#并研究两者之间

的关系"前者是通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后 者 是 周

晓农等,&-用世界粮农 组 织 出 版 的!"E$!!"K$年%$

!(K(!中华流行病学杂志#$$E年K月第#(卷第K期!*+,-LH<,46:,0>#L3>5#$$E#M0>’#(#N0’K

 



年气候 数 据!研 究 血 吸 虫 传 播 指 数 时 发 现 />的

PE\等值线与血吸虫流行区域北界线相吻合"

%’评估方法#我国近百年来的气温同全球气温

一样!呈波动上升趋势!尤其在!"O&年呈跳跃性变

暖!所以!主要评估!"O&年后冬季气温的变暖对血

吸虫传播可能造成的影响"对!"O&年前后两个时

段各气象站的/2$/>的平均值进行空间分析!对比

两个北界指标所确定的等值线的变化!找出受气候

变暖可能产生的风险区域"

结!!果

!’冬季气温变暖趋势和幅度#为了分析我国主

要血吸虫病流行区和可能北移的风险区冬季气温变

化情况!选取北纬#&̂!%&̂$东 经!!$̂!!##̂$海 拔

高度低 于!$$$:!#&个 具 有 完 整 记 录 的 气 象 站 历

年/2$/>资 料!作 历 年 区 域 平 均"该 区 域 涵 盖 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省血吸虫病流行区

和控制区"图!分别是该区域内/2和/>区域平均

值的时间 演 变 曲 线"斜 线 是 整 个 时 间 段 的 回 归 直

线!呈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方程分别为

!!/2_P(%’%O‘$’$#O&"@%!"(!%@%#$$!!E_$’%K("!

D&$’$!&

/>_PO!’E!‘$’$E!!K@%!"(!%@%#$$!!E_$’E&"&!

D&$’$$!&

!!图!中横线分别是!"(!!!"O(年$!"O&!#$$!
年时间段的 平 均 值"可 以 看 出!!"O&年 以 来 />和

/2均明显变暖!两个时段的平均值分别上升!’%\$

$’"\左右"分别分析各站的变化规律!情 况 类 似"
总体上纬度高的地区比纬度低的地区增暖幅度要大

一些"

!!#’两个北界指标之间的关系#在分析/2的$\
和/>的PE\等 值 线 时 发 现 两 者 有 较 好 的 对 应 关

系"为了 进 一 步 证 实 两 者 的 统 计 关 系!选 取 北 纬

%%̂!%&̂$东 经!!$̂!!##̂$海 拔 高 度 低 于!E$:的

#(个气 象 站 历 年 /2$/>资 料!共 计!$!K个 样 本"
回归方程为

!!/>_PE’$&K‘!’$K%(/@%E_$’OOO"!D&$’$$!&

式中E_$’OOO"!属 显 著 相 关!当/2接 近$\时!/>
接近PE\"

%’冬季变暖对北界的影响#对各站的/2$/>按

!"O&年前后两 段 进 行 平 均!作 平 面 的 等 值 线 分 析!
图#分别为/2的$\$/>的PE\等 值 线!图#中

A$.线分别表示!"O&年前$后的等值线"从图#中

可以看出/2的$\和/>的PE\等值线向北移动!
!#个纬度!PE\等值线北移的幅度大一些"我们

把.$A两线之间的区域称作为风险区!表示该区域

内钉螺安全越冬的气候条件已经具备"

图!!!#&个气象站/2$/>演变曲线%单位$’!\&

图"!/2的$\和/>的PE\等值线

讨!!论

从图#中可看出!徐州市已划入风险区!与梁幼

生等’#(的观察结果相吻合"梁幼生等把钉螺放置在

济宁$徐州和镇 江 三 地!从!""!年"月 份 起 每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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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观测钉螺生存繁殖情况!%"&""个月后!济宁市

钉螺死亡率依次!E’#")"%(’%%)和O%’%O)!徐 州

市为!E’(!)"!&’#%)和EE’&O)!镇江市为%’&&)"

!$’"%)和!(’%O)#由此 可 见!徐 州 点 经 过 冬 季 到

!""#年%月 份 时 钉 螺 死 亡 率 仅 为!&’#%)!与 对 照

点镇江市的!$’"%)差别并不大#而!""#年徐州市

冬季气温!从!"O&年以来属正常年份!说明气候变

暖后钉螺在徐州市能正常越冬#问题是徐州市E!&
月份的死亡率大幅度提高!这可能与其他生态因素

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冬季气温变暖有利于钉螺越冬!减少死亡率!缩

短冬眠期!从而提高钉螺的密度#有些地区近几年

来钉螺密度有所回升可能与冬季变暖有较密切的关

系!这 还 需 作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才 能 确 定#要 评 估

!"O&年来/2和/>平均值分别上升!’%\"$’"\对

钉螺的影响还需要一些实验数据支持#起点温度不

同!增温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会不同!当温度处于敏

感区时!影响的程度可能会大一些#洪青 标 等$K%在

实验室内潮湿环境下观测钉螺死亡率!得到钉螺在

$\"P!\持续!#+后 死 亡 率 分 别 为!’!)"E’E)#
如果这样的环境持续!个月!$\"P!\对钉螺的死

亡率可能会产生很大差别#
气候变暖增大了钉螺向北扩散的可能性#随着

气候变暖!能满足钉螺越冬的气候条件的区域将向

北扩大!!"O&年以来/2的$\和/>的PE\等值线

均向北移动!!#个纬度左右#同时!&南水北调’工
程客观上也给钉螺向北输送建立了一个通道#东线

引水口地处钉螺分布区的江都市!北调水穿过江苏

省有钉螺区的江都"高邮和宝应三市(县)!钉螺随水

流向北迁移扩散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E%#
我国科学家使用国际上先进的全球气候模式和

我国区域气候模式!最近预测我国气候还将继续变

暖!到#$#$!#$%$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K\!到

#$($年 全 国 平 均 气 温 将 上 升#’#\$O%!这 将 对 血 吸

虫病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近百年来我国气温

上升$’E!$’(\$"%!已对钉螺 的 气 候 北 界 线 产 生 十

分明显的影响#所以应密切监测血吸虫病和钉螺!
尤其要加强风险区内的监测和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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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输入性血吸虫病%K例分析

闻礼永!蔡黎!张仁利!周晓农

!!上海"深圳"浙江省(市)原是血吸虫病流行区!
经过几十年积极防治!分别于!"O(年和!""(年达

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随后转入监测巩固阶段!
迄今未发现内源性急性感染或新感染病人(畜)!也

作者单位*%!$$!%杭州!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闻

礼永)+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蔡黎)+广 东 省 深 圳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中心(张仁利)+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寄 生 虫 病 预 防 控 制 所(周

晓农)

未发现 感 染 性 钉 螺!血 吸 虫 病 防 治(血 防)成 果 巩

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疫 区 务 工

人员大量涌入!血吸虫病疫情正向城市扩散蔓延!城
市输入性传染源时有发生!加上部分地区还存在一

定数量的钉螺!有螺面积时有反复!一些来自疫区的

人员定居于有螺区或在邻近有螺区作业!当缺乏有

效管理时!血吸虫病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对血防成果

构成严重威胁!城市血吸虫病越来越成为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现将#$$!!#$$%年上海"深圳"浙
江省(市)发现的输入性血吸虫患者及相关资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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