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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阻碍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开展监测工作是有效预

防和控制血吸虫病的重要内容之一[1]。句容市属山丘

型血吸虫病流行区，2014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标准[2]。按照《全国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14年版）》[3]

的要求，句容市空青村被列为国家级血吸虫病监测

点。现将该监测点 2015–2017年血吸虫病疫情监测

结果报告如下。

11 内容与方法内容与方法

1.1 螺情监测 2015–2017年每年3月下旬至4月上

旬，采用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查法对空青村监测点应

查环境进行螺情监测，框距5 m。对查获的钉螺采用

压碎镜检法解剖观察有无血吸虫感染。

1.2 人群病情监测 2015–2017年每年 10–11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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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目的目的 通过对句容市国家级血吸虫病监测点的疫情监测，了解当地血吸虫病流行现状和防治效果，为制定防治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方法 按照《全国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14年版）》要求，于2015–2017年对句容市空青村国家级血

吸虫病监测点进行螺情和人、畜血吸虫病病情等监测。结果结果 2015–2017年句容市空青村国家级血吸虫病监测点有螺

面积分别为0、0、0.63 hm2，活螺平均密度分别为0、0、0.19只/0.1 m2，未发现血吸虫感染性钉螺；本地居民血检阳性率分别

为7.72%、7.45%、3.45%，流动人口血检阳性率分别为4.90%、3.47%、0.97%，未发现血吸虫感染病人和病畜。结论结论 句容

市血吸虫病防治效果明显，但钉螺仍有复现；需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监测和控制力度，巩固已取得的防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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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ndemic situa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schistosomiasis through the surveillance in a
national surveillance site of Jurong City,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Meth⁃⁃
odso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Monitoring Scheme (2014 Edition), the surveillance of schistosome infection in
Oncomelania hupensis snails, residents and livestock was performed in the Kongqing Village, a national surveillance site of Ju⁃
rong City, from 2015 to 2017. ResultsResults The areas with snails were 0, 0, and 0.63 hm2 in 2015, 2016, and 2017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densities of living snails were 0, 0, and 0.19 snails/0.1 m2 in 2015, 2016, and 2017 respectively. No schistosome⁃infected
snails were fou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blood tests for schistosomiasis in the local residents were 7.72%, 7.45% and 3.45%, 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blood tests 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ere 4.90%, 3.47% and 0.97% in 2015, 2016 and 2017, respectively.
No positives were found in the schistosome etiology detection in the crowd and livestock. ConclusionsConclusions The effect of schistoso⁃
mia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obvious in Jurong City, but O. hupensis snails are still of recurrence.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effor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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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6 周岁以上的常住居民采用间接血凝试验

（IHA）进行血清学筛查，阳性者采用Kato⁃Katz法（1粪
3检）进行病原学检查；同时对监测点的外来流动人

口进行调查。计算人群血检阳性率和粪检阳性率。

每年对现存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进行随访，对疑似晚

期血吸虫病患者进行检查。

1.3 家畜病情监测 每年在血吸虫病人群查病的同

时，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1粪 3检）对监测点所有

的牛进行血吸虫感染病原学检查。

1.4 数据分析 监测点所有监测资料均按统一要求

录入Excel 数据库，采用SPSS 19.0软件对进行数据分

析。率间差异的统计学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监测点基本情况 空青村曾是句容市血吸虫病

疫情较重的流行村，历史累计有螺面积173.90 hm2，累

计血吸虫感染病人 1 738 人。2015 年，该村有居民

787户，户籍人口2 328人，常住人口2 186人；耕地面

积1.73 km2，其中水田面积1.53 km2，主要经济作物为

水稻。

2.2 螺情 2015–2017年，空青村监测点共调查环境

70个，面积 84.66 hm2。共发现有螺面积 0.63 hm2，主

要分布于沟渠和水田。共设调查框 2 463框，发现有

螺框 73 框；共查获钉螺 1 055 只，活螺平均密度为

0.19只/0.1 m2。查获的钉螺经解剖检测未发现血吸

虫感染阳性(表1)。
表表11 20152015––20172017年句容市空青村监测点钉螺监测年句容市空青村监测点钉螺监测

年份

2015
2016
2017
合计

调查环境数

22
23
25
70

查螺面积
（hm2）

13.56
30.20
40.90
84.66

有螺面积
（hm2）

0.00
0.00
0.63
0.63

捕获螺数
（只）

0
0

1 055
1 055

活螺平均密度
（只/0.1 m2）

0.00
0.00
0.19
0.19

感染性钉螺数
（只）

0
0
0
0

2.3 人群病情 2015–2017年，空青村监测点常住居

民血吸虫病血检阳性率分别为7.72%、7.45%、3.45%，

流动人口血检阳性率分别为4.90%、3.47%、0.97%；对

所有血检阳性者进行病原学检查，未发现阳性。本地

居民和流动人口总血检阳性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表 2)。3年中，该村未发现新增晚期血吸

虫病患者。

表表22 20152015––20172017年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血清学查病年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血清学查病

年份

2015
2016
2017
合计

本地居民

检查
人数

324
322
346
992

阳性
人数

25
24
12
61

血检
阳性率

(%)
7.72
7.45
3.45
6.15

粪检
阳性率

(%)
0.00
0.00
0.00
0.00

流动人口

检查
人数

204
202
206
612

阳性
人数

10
7
2
19

血检
阳性率

(%)
4.90
3.47
0.97
3.10

粪检
阳性率

(%)
0.00
0.00
0.00
0.00

χ2值

1.60
3.55
3.26
7.40

P值

0.206
0.060
0.071
0.007

2.4 家畜病情 对空青村现存的 4头水牛采用塑料

杯顶管粪便孵化进行检查，未发现血吸虫感染阳性。

33 讨论讨论

2015–2017年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疫情监测

结果显示，该村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员血吸虫病血检阳

性率逐年下降，未查出粪检阳性和新发晚期血吸虫病

患者、未发现血吸虫感染家畜、未发现血吸虫感染性

钉螺，提示当地防治效果明显。

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病传播链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钉螺的分布直接影响血吸虫病的流行和分布范围[4]。

句容市曾采用氯硝柳胺乙醇胺盐粉剂喷粉灭螺法对

包括空青村监测点在内的山丘型地区开展了较大范

围灭螺，使当地有螺面积快速下降[5⁃6]。2015–2017年

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疫情监测显示，2015、2016年

未查到钉螺，而 2017年有钉螺复现。经追踪调查分

析，复现钉螺的环境主要是前几年“查漏”和“灭螺质

量差”所致。这一现象提示，丘陵山区钉螺孳生环境

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加之现行灭螺技（下转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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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常年露出水面，从而改变了邵伯湖区原滩块的

“冬陆夏水”生态。钉螺是一种水陆两栖淡水螺，长时

间淹水可影响钉螺交配、繁殖，抑制螺卵胚胎发育和

螺体代谢；水淹时间越长，钉螺死亡率越高[3⁃10]。因此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常常采用蓄水的方法进行灭

螺[10⁃13]。而土埋也是一种重要的灭螺方法，土埋30 cm
以上压紧可防止钉螺爬出地面，并因缺氧、饥饿等致

钉螺渐趋死亡[10，14⁃16]。邵伯湖切滩弃土填埋顶高程为

9.0～9.5 m，实际填埋厚度远超 30 cm，因此其灭螺效

果非常可靠。邵伯湖切滩整治工程是一种结合水利

切滩整治工程灭螺的方法，与我国水利血防“抬洲降

滩”灭螺措施类似[17] ，实现了大面积“降滩”和“抬洲”，

大规模消除了钉螺孳生地。与水利血防技术规范稍

有不同的是，其降滩至常水位以下，确保了水淹灭螺

效果。而这一做法在国内外尚未见类似报道，可为河

湖有螺区钉螺控制提供有益经验。

观察结果表明，邵伯湖南端滩群经切滩水淹，或

弃土填埋后钉螺即被消除。近年来的血吸虫病监测

也发现，邵伯湖滩的残存钉螺主要分布在未切滩或未

填埋的环境。因此，未来尚需进一步监测残存钉螺孳

生和扩散情况，同时结合当地水利工程建设，采用切

滩或填埋的方法清除残存钉螺孳生环境，巩固防治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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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钉螺复现都有可能是一

种常态，血吸虫病流行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5⁃6]。因

此，今后在这类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一方面

需要加强对药物灭螺方法和效果的评估；另一方面应

加强环境改造灭螺，消除钉螺孳生的生态环境[5⁃6]，并

做好长期监测、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疫情隐患，巩固

防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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