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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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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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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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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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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年"鄱阳湖区遭受百年不

遇的特大洪灾#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以控制成批急性

感染为主要目标的强有力干预措施%其中包括部队

战士的口服预防$机关干部的跟踪查病$高危人群的

目标化疗$健康教育和安全用水&"加强了对防治方

案的督导与质控"灾后!!#年多数疫区的血吸虫病

疫情并未加剧"灾后疫情稳定(()#但#$$!!#$$#年

疫情有所回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部分疫区人群感染上升##$$#年在湖区O

个有纵向疫情监测结果的疫区村中"分别属于南昌

县$进贤县和新建县的玉丰$爱国和红卫%个湖区重

疫区村人群粪检阳性率显著上升"分别达%%’$O)$

!%’&K)和!%’%O)##$$%年 新 增 的 流 动 监 测 点 永

修县松丰村人群粪检阳性率达%&’&K)#
%#&洲滩钉螺密度*反弹+#!""O年特大洪灾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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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后!部分有螺洲滩钉螺因涨水过早或"和淹水期太

长等原因!严重影响了钉螺子代繁殖!减少了新生螺

口的数量!同时由于过早淹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家

畜上洲放牧和畜粪污染螺区的机会!致使一部分洲

滩钉螺感染率自然下降#($!但灾后一二年均迅速回

升!至#$$#年!活螺平均密度已接近灾前 水 平%湖

区监 测 点 结 果 显 示 活 螺 平 均 密 度 从!""K年 的

!’E$OK"$’!:#下降 至!""O年 的$’E&K""$’!:#后

又回升至#$$#年的!’$!#("$’!:#%
&%’某些区域出现新的疫情%原无疫情的赣江

流域发现有螺草洲!邻村居民因此感染发病(永修城

郊发生急性 感 染 和 新 螺 点&!$%亩’!进 贤 圩 草 洲 有

螺面积 由!""(年&’&K万 :# 扩 增 至#$$#年#&&’O
万:#!邻近村民感染明显上升!并出现儿童 急 性 感

染病 例(波 阳 县 荣 七 村 病 情)螺 情 显 著 回 升!该 县

#$$%年 启 动 血 吸 虫 病 重 大 疫 情 应 急 预 案%湖 区

!""O年实施的平垸圩区大多出现局部草洲化(历史

上因各种原因实施的平垸区查出了钉螺或感染性钉

螺!从未有过血吸虫病流行的波阳县细湾村发现钉

螺及病例%至#$$%年 底!鄱 阳 湖 区 仍 有 钉 螺 面 积

K’%!亿:#!患病人数"’$O万!全省"$)以上的钉螺

面积集中于这一地区!病牛%#E#余头!约占耕牛存

栏数的$’&&)!受疾病威胁的人口达##$余万%

#’当前面临的问题*
&!’再感染问题*鄱阳湖区仍存在辽阔的有螺面

积!特别是!""O年洪灾后!湖区钉螺密度虽一度下

降!但目前已全面 +复苏,!并超越!""K年水平!为

血吸虫病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生物学基础%同时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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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疫区村约为()!!$)!少数重疫

区仍 达($)以 上!中 疫 区 村 为#)!E)%综 合 分

析!鄱阳湖区的血吸虫病问题实际为再感染%在自

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再感染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染螺密度和人群行为%控制感染

螺密度需通过耕牛化疗和易感地带灭螺来解决!并

非易事(而控制人群行为需通过健康教育来解决%
&#’+平)退,区问题*鄱阳湖区垸内无螺!一般在

筑堤或围垦后%!(年垸内钉螺自然消亡!疫情随之

减轻%鄱阳湖 区 是 全 国 主 要 的+平 垸 行 洪)退 田 还

湖,&+平)退,’区域之一!于!""O年冬季启动了该

项工程!规划到#$$%年 +平)退,圩垸#$"座!届时

鄱阳湖高水位时湖面面积接近于!"($年代的面积

&(!$$J:#’!该 项 工 程 可 使 疫 水 范 围 扩 大%此 外!
为发展湖区经济!牛)羊等草食动物数量目前有较大

增长!放牧家畜也逐年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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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 湖 区!%&座 因 历 史 各 种 原 因 实 施

的平垸区进行调查!&座圩内发现有钉螺!邻近某些

村庄居民感 染 率 超 过!$)!并 发 生 急 性 感 染 病 例%
提示平垸区有可能演变为钉螺孳生地%调查发现某

些!""O年灾后 的+平)退,区 垸 内 农 田 经 二 三 年 废

弃!已出现草 洲 化 改 变!#$$!年 在 永 修 县 东 风 圩 垸

内发现钉螺%

!""O年灾后的+平)退,区是否会演变成钉螺孳

生场所!并因此导致血吸虫病疫情的反弹是目前湖

区面临的血防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些区域的试点调

查目前虽尚未发现疫情回升!但灾后重建对生态环

境的改变和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需加强疫情监测!严密观察其发展规律!并据此

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

%’防治目标与措施*近期湖区血吸虫病防治以

水位未控制的沿湖村和水位已控制但疫情仍较严重

的沿堤村为重点%首先加强人群化疗力度!将+询诊

筛治,调整为+&!&(岁目标人群普遍化疗&中)轻度

疫区沿用血清筛治方 案’,以 最 大 程 度 减 少 再 感 染

人数!同时实施以村旁易感洲滩为中心的耕牛化疗

&幼牛普治和成牛查治’与有限灭螺&受灭螺能量限

制!重点将放在感染螺区域’以减少钉螺感染率和钉

螺密度!最终压缩感染螺密度(并在中)重型疫区开

展健康教育和引进改水)改厕项目!以减少+生活性,
和+娱乐性,暴露!控制感染和提高居民对血防的依

从性%在此期间!开展+结合经济开发综合治理血吸

虫病的试点,!在鄱阳湖沿岸&个重疫区村建立村旁

血防安全隔离带&高位洲滩推广+兴林抑螺,工程!低
位洲滩实施蓄水养殖灭螺’!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生产方式!在单元性强且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和

推广+耕牛圈养,!减少耕牛进入有螺地带的数量和

人群暴露!最终实现人均收入和控制疾病流行的可

持续性发展目标%
中期防治措施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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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结合经济开发综合治理血吸虫病的试点,
成功经验!把血吸虫病防治和农)林)牧)副)渔的综

合开发结合起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结

合起来(调整和优化湖区土地利用结构!使湖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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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既不利于血吸虫传播方向变化!又有助于向区

域综合发展体系方面转化!达到经济效益与灭螺防

病的最佳组合!实现振兴社区经济"优化生态环境和

控制血吸虫病多重效益的充分发挥#同时根据监测

点纵向观察结果!不断改进血防模式和技术方案!提
高防治效果#

远期防治措施则寄希望$控湖工程%&屏峰山@长

岭建立水利枢纽’阻断血吸虫病传播!预期工程运行

O!!$年后可消灭湖区面积"O)以上的钉螺!阻断

疾病传播!#$$余万居民可免受感染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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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辽宁省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

王莉!尚彦萍!王红波

!!结核病的流行情况!尤其是涂阳肺结核的患病率!是评价

结核 病 控 制 工 作 成 效 的 主 要 指 标#辽 宁 省 于!"K""!"OE"

!""$"#$$!年曾开展了E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现以这

E次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全省结核病疫情流行动态#

!’患病率情况*!"K""!"OE,!"O("!""$"#$$!年E次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活动性肺结核病患病率分别为&E$’$$,!$万"

%!(’KK,!$万"E!"’(#,!$万"!%$’O$,!$万-涂阳肺结核患病

率分别为!"(’$$,!$万""#’E#,!$万"OO’((,!$万"(&’%$,!$
万#!"K"!!"OE年 活 动 性 肺 结 核 患 病 率 下 降($’&&)!每 年

以!%’!O)的速度递降-!"OE!!""$年疫情出现回升!患病率

增长%#’O&)!每年以E’O()的速度递增-!""$!#$$!年活动

性肺 结 核 患 病 率 下 降&O’OO)!每 年 以!$’!$)的 速 度 递 降-

!"K"!!"OE年 涂 阳 肺 结 核 患 病 率 下 降(#’&$)!每 年 以

!%’OK)的速度递降-!"OE!!""$年 活 动 性 肺 结 核 患 病 率 出

现 回 升!但 涂 阳 肺 结 核 患 病 率 却 呈 下 降 趋 势!下 降 率 为

E’!")!每年以$’K!)的速度递降!下降幅度 很 小!疫 情 呈 居

高不下趋势-!""$!#$$!年涂阳肺结核患病率下降%&’($)!

每年以E’$E)的速度递 降#E次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结 果 显 示!结

核病患病年 龄 高 峰 逐 渐 后 移!患 病 率 位 于 前 两 位 的 年 龄 组

!"K"年为&(!岁"((!岁!!"OE年为K$!岁"&$!岁!!""$年

为K$!岁"&(!岁!#$$!年为K(!岁"&(!岁#老年肺结核患

病率逐渐增高!青少年患病逐渐减少#

作者单位*!!$$$(沈阳!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城乡间患病情况*!"OE年城市与农村的患病率之比为

!Q!’E"!!""$年 为!Q!’#O!到#$$!年 达!Q!’"!说 明 农 村

的结核病患者 比 例 增 多-涂 阳 患 病 率 城 市 与 农 村 之 比!"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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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对降低结核病死亡的效果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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