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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K"!#$$%年血吸虫病

新流行区疫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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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掌握血 吸 虫 病 新 流 行 区 形 成 的 主 要 因 素 及 流 行 特 点"方 法!收 集 湖 南 省

!"K"!#$$%年血吸虫病新流行区的螺情#病情以及传染源等有关疫情调查资料"结果!所有新发现

血吸虫病疫区$都是先发现患者$甚至是出现了急性病例"且一旦发现新的 流 行 区$居 民 感 染 都 很 高

%最高村民组达OK’!)&"特别是新流行区多集中在城郊#城镇附近的沟港#滩地"结论!以上新流行

地区成因大多是通过打湖草#捞鱼虾%鱼卵草&以及渔船民作业#运输工具将钉螺 带 入 扩 散 所 致$传 染

源为当地人群到疫区下湖作业感染$以及从疫区迁入病例和购进的家畜"

!关键词"!血吸虫病’钉螺’传染源’新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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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分布于北部地区$以洞

庭湖平原为中心$向西部#南部及东部丘陵区呈辐射

状散在分 布"全 省 历 史 上 有 血 吸 虫 病 流 行 县%市#
区#农场&%K个$流行乡%镇&%O&个$流行村%"OE个$
流行区人口&##万$累计发现血吸虫病患者!$&万

例$累计发现钉螺面积%"’%亿 :#"通 过 近($年 的

防治工作$到#$$%年底$全省尚有#"个县%市#区#
农场&未控制流行$现有#!万病例$有钉螺面积!K’(
亿:#"由于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复杂$传染

源种类 多 及 扩 散 途 径 多"近#$年$特 别 是 进 入

!""$年以来$陆续在一些非血吸虫病流行区发现了

血吸 虫 病 新 疫 区"!"K"!#$$%年 共 发 现 新 流 行 区

%O处$面积$’E亿:#"这些新流行区的出现原因复

杂$因此极有必要分析"

作者单位*E!E$$$岳阳$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

资料与方法

!’疫情资 料*选 择 湖 南 省!"K$年 以 来 疫 情 报

告$即各级血吸虫病防治%血防&单位通过血防机构

隶属关系由下往上逐级按规定的时间上报疫情数据

和资料"对所有新发现流行区$作现场专题调查报

告"因此$所得资料数据较为真实准确"

#’流行病学调查*包括新发地点#年份#首例患

者基本情况#当地螺情#病情#传染源来源#疫区类型

及防治措施等"

%’调查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判定流行

特征"接到疫区报告后$迅速组成现场调查小组$立
即奔赴发病地点开展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以下

(个方面*
%!&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气候#

水文%包括历年水位变化&#海拔高程#水系分布#人

口总数#当场居民主要作业方式及经济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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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年湖南省血吸虫病新疫区螺情调查结果

地!!点
新发
年份

有螺面积
!万:#"

钉螺平均密度
!只#$’!!:#"

感染螺密度
!只#$’!!:#"

钉螺来源 疫区类型

临湘市路口铺 !"K" !!!&’&K !! #’O% ! $’$$%# 贩运鱼虾带入 丘陵

益阳县黑湖洲 !"OO !!’#$ %’E$ $’$$&O 疫区捞鱼卵带入 丘陵

汩罗市邓家坊 !"OO !!’EK !O’O" $’%EKO 打湖草带入 丘陵

华容河 !"O" OE’$$ !’$$ $’$!%O 运输船只带入 垸内

南县付家村 !"O" %#’$$ !’EE $’$$%( 捞鱼虾带入 垸内

汩罗市九仑村 !""! #&’&K O’"E $’$!$# 打湖草带入 丘陵

桃源县黄石水系 !""& !%#%’%$ "’"O $’$$!! 历史漏查 丘陵

岳麓区付家洲 !""K !%E’&K #’EO $’$(K! 流动渔船民带入 洲滩

望城县洪家洲 !""O #%O’E$ !’O& $’$$%# 流动渔船民带入 丘陵

株洲市白石港水系 !""O O$’$$ &#’$$ $’!!$$ 扩散或漏查!不明" 洲滩

长沙县果园 !""" (%’%E !!!P !!!P扩散或漏查!不明" 丘陵

望城县鹅洲$巴溪洲 #$$$ #$$’$! &O’$$ $’$!($ 流动渔船民带入 洲滩

天心区柏家湖 #$$# ##’$$ O’$$ $ 流动渔船民带入 洲滩

望城县沱洲 #$$% O$’$$ (’$$ $’$!!$ 流动渔船民带入 洲滩

表"!!"K"!#$$%年湖南省血吸虫病新流行区病情分析

地!!点
新发
年份

首例患者

年龄!岁"!性别 病型

居民粪检
阳性率
!)"

村民组最高
粪检阳性率
!)"

传染源

临湘市路口铺 !"K" !% 男 急性 "’#$ %"’#$ 迁入患者

益阳县黑湖洲 !"OO %! 男 慢性 !#’O$ OK’!$ 疫区感染带入

汩罗市邓家坊 !"OO K 女 急性 !O’#$ O#’K$ 疫区人畜迁入

华容河 !"O" !( 男 急性 %K’&$ P 疫区感染带入

南县付家村 !"O" O 男 急性 !%’#$ &$’&$ 疫区感染带入

汩罗市九仑村 !""! !! 女 急性 #E’($ %#’&$ 疫区人畜迁入

桃源县黄石水系!%处" !""& !$ 男 急性 #&’E$ E!’O$ 本地居民

岳麓区付家洲 !""K !$ 男 急性 !(’%$ P 渔船民

望城县洪家洲 !""O K 男 慢性 #(’$$ P 渔船民

株洲市白石港水系!E处" !""O #! 男 慢性$ !&’K$ %&’"$ 迁入患者

长沙县果园 !""" !$ 男 慢性$ P P 不明

望城县鹅洲$巴溪洲!#处" #$$$ %( 男 慢性 !#’$$ P 渔船民

天心区柏家湖" #$$# P P P P P 渔船民

望城县沱洲" #$$% P P P P P 渔船民

!!" 无居民居住%$ 脑型%$结肠增殖型

!!!#"以患者为线索&确定感染地点追踪查螺!’循
病查螺(")确定有螺地点$记录钉螺分布范围$分布

高程及感染螺分布)
!%"对疫点居民采取整群抽样调查&常用粪便集

卵镜检加孵化法)
!E"调查家畜和野生动物感染情况)
!("提出具体的防治对策&及时治疗患者$病畜&

开展灭螺$灭蚴工作)

结!!果

!’钉螺来源*抽查的#$个新疫区中&最早发现

新流行的是 在!"K"年&最 后 发 现 新 流 行 的 在#$$%
年&对这#$个流行区的钉螺来源分析发现&钉螺主

要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
!!"从洞庭湖有螺区输入)我们所收集的#$个

流行区中通过打湖草

带入 钉 螺 有#个&捞

鱼孵草带入钉螺的有

!个&贩 运 或 捞 鱼 虾

带入 钉 螺 的 有#个&
运输芦苇及渔船民作

业工 具 挟 带 的 有!$
个&历史漏查%个&原
因不明#个)

!#"在 历 史 上 可

能有 钉 螺 存 在&但 一

直未被发现的有%个

区)
!%"由 上 游 或 邻

近疫 区 扩 散 而 来&据

统计分析有%个区属

扩散所致!表!")

#’传 染 来 源*#$
个新流行区中有O个

疫区传染源属本地居

民到湖区从事捞鱼卵

草&捞 鱼 虾 和 打 湖 草

等 接 触 疫 水 所 感 染

的&然 后 通 过 患 者 的

粪便污染有螺地带而

造成流行)另有#个

疫点由于外地患者进

入和购进疫区病畜输

入传染源&其他为流动渔船民患者带入病原!表#")

讨!!论

!’钉螺输入*自!"K"年以来&湖 南 省 发 现 的 血

吸虫病新流行区特点&一是通过到疫区打湖草!如汩

罗市邓家坊"$装卸芦苇挟带输入+!,%二是水上流动

渔船民的作业$运输工具携带顺沿江河大小水系向

远距离扩散!如岳麓区付家洲等"%三是顺水流扩散&
如株洲市白石港水系沿灌渠$支渠从上游至下游逐

年漫延扩散%四是人为扩散&如益阳县黑湖洲&因为

当地居民到万子湖疫区捞鱼卵草&撒在当地水塘内

孵化鱼苗&把钉螺带入而造成钉螺扩散%五是漏查或

查漏&如桃源县黄石水系&历史上曾与邻近的石门县

水系相通&其地形$地貌及环境与之相似&但一直未

进行重点螺情监测使之漏查)

#’传染源 输 入*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人 员 流

动&物质流通日益频繁&使病原输入的机会增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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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地居民到疫区下湖捕鱼捞虾感染血吸虫病后!
成为本地的传染源"二是从疫区购进病畜或迁入#嫁
入$患有血吸虫病的居民!成为外来迁入传染源"三

是水上流动渔 船 民!因 其 感 染 率 高 达%O)以 上!且

粪便到处污染成为流动性传染源%总之!由于洞庭

湖血吸虫病易感地带面广线长!水系发达!且钉螺及

病源输入的途径有多种方式&#’!今后还会陆续发现

一些新流行区%

%’防制策略(根据上述新疫区的形成因素和流行

特点!对陆续发现的血吸虫病新流行区&%@(’!应引起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建议(一是全省非疫

区应提高血防意识!加强对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和

传染源的监测工作!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建立各

级疫情监测网络!定期组织人员进行螺情和病情监

测%二是鉴于血吸虫病新流行区大多为(!!E岁儿

童首先发病!因此!对这类人群应作为重点病情监测

对象%根据当地监测人群任务大小!可分批进行病情

抽样监测%三是对到洞庭湖疫区从事过生产)生活及

有疫水接触的人群!要进行摸底登记!及时进行病原

学检查!对发现的血吸虫病患者要及时治疗!防止晚

期血吸虫病形成%四是对发现的患者采用吡喹酮治

疗&&’%五是要加强非疫区血吸虫病知识的宣传教育!
可采取标本实物直观教育!同时建立当地居民查螺报

疫情及卫生院查病监测制度!及时掌握疫情信息!做
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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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中毒的调查

陈兴乐!梁玉裕!陆海平!黄兆勇

!!#$$#年(月!O日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巴刚苗族村寨发

生一起!$人 进 食 酵 米 面 食 物 中 毒!其 中K人 死 亡 的 事 件%

!O日O时病家!人用农历三月三剩的酵米面煮水圆做早餐!

!&时该进食者出现中毒症状!次日!&时%$分发生死亡%病

家又用 酵 米 面 煮 水 圆 招 待 亲 属!"人 进 食 均 中 毒!#人 死 亡%

#$日K例患者到县医院就诊!!例抢救无效死亡%#!日&例

患者转诊百色市医 院!每 天 进 行 一 次 血 浆 置 换!其 中%例 抢

救无效死亡%中毒 的!$例 患 者 均 进 食 了 酵 米 面 水 圆!不 进

食者不发病%!$例中 男 性K例!女 性%例!最 小!#岁!最 大

(&岁%潜伏期最短&+!最 长#E+!平 均!(+%临 床 表 现 有 恶

心)呕吐)头晕)头 痛)腹 痛)腹 胀!重 症 者 意 识 障 碍)抽 搐)发

绀)呼吸困难)休克)昏迷%酵米面制作是将玉米和糯米用水

浸泡!$天!淘洗后磨浆滤水!当日进食安全%此次病家是 将

吃剩的酵米面凉干!存放了%E天%据进食者反映!酵米面 水

圆有酸臭味%采集酵米面样品实验室培养!未分离出椰毒假

单胞菌酵米面亚种%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判断!此次中毒

作者单位((%$$#!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陈

兴乐)梁玉裕)黄兆勇$"隆林各族自治县卫生防疫站#陆海平$

符合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中毒%

广 西 西 部 大 石 山 区 主 要 种 植 玉 米 的 少 数 民 族 有 过 年 过

节食用酵 米 面 的 习 惯!经 常 散 发 流 行 酵 米 面 中 毒%!"&&!
#$$%年间广西西 部 大 石 山 区 共 发 生 酵 米 面 中 毒E(起!%&$
人中毒!死亡!"K人!病 死 率 高 达(E’K)%有 必 要 模 拟 现 场

酵米面整个制作过程进行全面的危险性评估&!’!找出椰毒假

单胞菌酵米面亚种 进 入 环 节!增 殖 与 产 毒 模 式!进 而 评 估 广

西西部大石山区 酵 米 面 制 作 模 式 的 危 险 性%按 照 汉 族 糯 米

粉制作方法!浸泡!天!打粉或磨浆滤水后当日吃!或在太阳

下曝晒快速干燥!可避免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产毒%本

次中毒用昂贵的血浆置换方法抢救&例患者!平均每例花费

(万元!只救活%例!增 加 了 当 地 政 府 的 经 济 负 担%因 此!应

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酵米面中毒宣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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