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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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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年来自

血吸虫病疫区或自疫区返回的人员#在上海$深圳$
浙江省%市&诊 断 为 血 吸 虫 病 患 者 作 为 统 计 分 析 对

象!建立血吸虫病报病制度和输入性血吸虫病病例

档案#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性别$首诊医院$确诊医

院$确诊时间$感染地点$感染方式$病例分型$误诊

疾病$诊疗过程$疫情处理等!血吸虫病诊断包括疫

水接触史’临床体征%不明原因的发热伴嗜酸性粒细

胞增高#肝$脾肿大#血便等&#血清学检查阳性标准

为VTU滴度’!Q!$#?VabU呈红色#HYVFU吸光

度%"&值’#’!倍#*cS/环 沉 率’%)!病 原 学 检

查"改良d.20@d.2C法或粪孵化法发现虫卵或毛蚴!

#’结 果"#$$!!#$$%年 分 别 发 现E$!(和!O
例#呈逐年上 升 趋 势!其 中 上 海 市"例#浙 江 省!O
例#深圳市!$例#均属历史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以

感染地点分布统计#江西省占(!’%()%!"’%K&#安徽

省占!O’"#)%K’%K&#湖南省占!%’(!)%(’%K&#湖北

省占!$’O!)%E’%K&#四川省占(’E!)%#’%K&!患者

年 龄K!&O 岁#平 均 年 龄 为#(’EE岁!男 性 占

K(’&O)%#O’%K&#女 性 占#E’%#)%"’%K&#男 女 之 比

为%’!Q!!按职业分布#学生占E(’"()%!K’%K&$农
民占%(’!E)%!%’%K&$渔 民 占!$’O!)%E’%K&$工 人

占O’!!)%%’%K&#以学生感染为主!感染方式"戏水

占E$’(E)%!(’%K&#农业劳动占%(’!E)%!%’%K&#渔
业劳动占!O’"#)%K’%K&#旅 游 占#’K$)%!’%K&#未

知 占#’K$) %!’%K&!首 诊 市 级 及 以 上 医 院 占

K$’#K)%#&’%K&#县%区&级 及 以 下 医 院 占#K’$%)
%!$’%K&#首诊医院不明占#’K$)%!’%K&!首诊医院

误诊比例为(!’%()%!"’%K&#误诊疾病为上 呼 吸 道

感染$肠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白血病$急性胆囊

炎$肝炎$肺炎$发热待查等#多数病例在首诊医院经

输液$抗生素等治疗数天至数周无效#部分患者或家

属怀疑感染血吸虫#请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寄

生虫病防治所专家咨询会诊后确诊!病例中病原学

确诊占"E’(")%%(’%K&#临床诊断占(’E!)%#’%K&!
临床分型"急性血吸虫病占K#’"K)%#K’%K&#慢性血

吸虫病占#K’$%)%!$’%K&#急$慢性血吸虫病之比为

#’KQ!!发现疫情后对患者及时进行治疗和防病知

识教育(对患者粪便严格进行消毒处理(对家属进行

血吸虫病检查(对患者现住地及活动地开展追踪性

全环境查螺$查病和健康教育工作(疫情及时上报有

关部门#并向感染地血防部门通报情况#以求共同做

好患者的管理和疫区的处理工作!由于各疫点认真

处理疫情#均未发现继发性感染病例和阳性钉螺#没
有造成当地流行!

%’讨论"本组资料表明#城市输入性血吸虫病例

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短期内发现%K例#是与近年来

全国血吸虫病疫情出现回升$人口流动频繁有关)E*!
由于对流动人口监测工作还很薄弱#尚有部分病例

没有被发现!输入性血吸虫患者主要来自邻近的血

吸虫病重疫区#包括江西$安徽和湖南等省#这与上

海$浙江和深圳三省市的地理位置和距离较近有关!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进展#血吸虫病患者出现

从城区向城乡结合部及远郊转移的趋势#而这些区

域恰好是历史血吸虫病流行地区#部分地方连年有

钉螺发现!深圳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大多数常住

和流动人口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即血吸虫病疫区#
城市血吸 虫 病 问 题 尤 为 明 显!人 群 分 布 以 男 性 为

主#主要原因是男性接触疫水的几率比女性大!职

业分布呈现新的特点#以往感染以成年人为主#目前

感染人群低龄化#主要原因是学生为易感人群!首

诊医院误诊的比例较高#特别是在市级及以上医院#
表明部分临床医师血防意识淡漠#诊治技术和设备

匮乏#造成患者病情延误和经济损失!据#$$%年底

统计#上海市 和 浙 江 省 尚 有 钉 螺 面 积E’E%公 顷 和

K"’"$公顷#部分区域钉螺面积出现较大幅度回升#
有些历史非疫区发现大面积高密度的钉螺#人畜交

往频繁#输入性传染源极易造成血吸虫病重新流行!
近几年随着外出务工$经商$旅游的快速发展#上海$
浙江和深圳三省市流动人口数千万#流动耕牛近百

万头#往返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

每年接受管理的人%畜&数仅占极少部分#且管理难

度越来越大!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

流动人口血吸虫病管理办法和规范(二是相关部门

之间配合不够#单由卫生部门来开展这项工作#面对

如此大量的人%畜&群显得势单力薄(三是被管理对

象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接受采血或服药!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

国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城市#其

中至少有%$$$万来自血吸虫病疫区)(*#这将导致城

市血吸虫病问题日趋严重!鉴此提出几点建议""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力度#增

加人$财$物力的投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配

合血防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加快查清灭尽城乡结

合部及远郊的钉螺!#由政府制定出具有法律效力

的流动人口血吸虫病管理规章或条例#依法开展流

动人口的卫生监测工作#防止外来传染源的输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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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同时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来自疫区的动物

主要是牛的疫情监测管理"消除血防工作中的各种

隐患#’建立血吸虫病流行的预警机制和疑似血吸

虫病专项报病体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传

染源"加强对病人的管理#(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强

血吸虫病业务技术培训"提高检测和诊治能力"及时

发现和治疗患者#应在不同地区设立血吸虫病专科

门诊"认真做好血吸虫患者的确诊工作#)发现血

吸虫病患者应及时开展所在地人群血吸虫病流行病

学调查%包括查螺和查病工作&和防治工作"防止疫

情扩散"彻底消除隐患#*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加强

血吸虫病防病知识的宣传"特别是对来自疫区或往

返疫区的重点人群的防病知识的宣传"巩固血防成

果#

参!考!文!献

! 吴晓华"许静"郑江"等’中 国 血 吸 虫 病 传 播 控 制 与 阻 断 地 区 面 临

的挑战与对策’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E"!&Q!@%’
# R022dH’S.8.1,2,74,16.161.-438A.-46=6>0<:6-2’[3>>]Tc"
!""$"&OQ&"!’

% 李华忠’湖南省城市血 防 问 题 与 防 治 对 策’中 国 血 吸 虫 病 防 治 杂

志"#$$#"!EQ!%%@!%E’
E 陈贤义"吴晓华"王立英"等’#$$#年全国血吸虫病疫 情 通 报’中

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E!’
( 郑 江’中 国 血 吸 虫 病 防 治 现 状 及 展 望’中 国 血 吸 虫 病 防 治 杂 志"
#$$%"!(Q!@#’

%收稿日期’#$$E@$%@#"&
%本文编辑’张林东&

鄱阳湖区世界银行贷款后血吸虫病

疫情分析及防治对策

林丹丹!胡飞!刘跃民!陈红根

!!鄱阳湖沿湖!!个县%市$区&为我国最严重的血

吸虫病流行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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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吸 虫 病 疫 情 难 以 得 到 长 期$稳 定 的 控

制"为江西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血防&难点和重

点#

!’疫情特点’鄱阳湖区拥有普遍孳生钉螺的辽

阔洲滩"历史有螺面积!E亿 :#"疫 区 范 围 曾 遍 及

沿湖!&个县市的#OE个乡镇"近湖村民粪检阳性率

大多超过%$)"湖区血吸虫病患者%E万例"受血吸

虫病感染威胁的人数达#($余万#由于血吸虫病感

染率高$虫卵沉积肝脏以及血吸虫病患者乙型肝炎

病毒感染率高"湖区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肝癌死亡率的高低与血吸虫病流行

程度高低呈平行关系(!)#建国后"由于历年 积 极 防

治"患病人数大幅度减少"急性血吸虫病人数减少到

了历史的最低点%&!$$例(#)&#各类疫区疫情明显

减轻"重$中 度 疫 区 村 的 人 群 平 均 感 染 率 分 别 从

!""#年的!&’&)和E’O)下降至!"""年的&’O)和

作者单位’%%$$E&南昌"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E)"降幅分别 为("’$)和K$’O)"轻 度 疫 区 村 从

!""%年起仅在!""O年 发 现 粪 检 阳 性 病 例 外"各 年

均未发现病例!耕牛感染率和洲滩感染性钉螺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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