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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特征，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分

为湖沼、水网和山丘 3种类型，其中山丘型流行区主

要分布于四川和云南 2省［1］。通过几十年的综合治

理，四川省于 2017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2］；

云南省 2009年达到传播控制标准［3］，并计划于 2019
年以县为单位实现传播阻断。总结近年来四川、云南

2省推进山丘型血吸虫病消除进程的工作经验，主要

是抓住了农村农业发展新机遇，积极落实以传染源控

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创新防治模式，构建敏感、高效的监测体系，积极

应对消除进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从而以较快速度推

动了我国山丘型流行区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进程。

11 强化系统监测体系建设强化系统监测体系建设，，确保精准识别能力确保精准识别能力

敏感、高效的监测体系是一个地区做好血吸虫病

防控工作的前提，亦是传播阻断地区巩固血防成果的

重要支撑［4⁃5］。四川省抓住血吸虫病疫情监测环节，

自2010年起在全省逐步建立和完善血吸虫病预警监

测体系，该监测体系涵盖血吸虫病传染源（野粪监测、

发热病人监测、动物传染源监测、疫水监测）、中间宿

主钉螺（重点环境、输入钉螺、漂浮物携带）、湿地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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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我国山丘型流行区主要分布于四川和云南2省。通过60余年的积极防控，山丘型流行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四川、云南2省抓住农村农业发展新机遇，积极落实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有效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防治模式，构建敏感、高效的监测体系，积极应对消除进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有力推动了我

国山丘型流行区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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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 China,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schistosomiasis⁃endemic region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2 provinces of Sich⁃
uan and Yunnan. Following the concerted efforts for more than 60 years, great succ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China. Recently,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created in the
rural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mplemented the integrated strategy with emphasis on infectious source control, utilized mod⁃
ern information techniques, innovated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models, built sensitive and highly effective surveillance⁃response
systems, and actively tackled the challenges of schistosomiasis elimination, which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towards elimina⁃
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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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生风险等多个内容，能及时发现风险环节，从而有

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6⁃7］。在监测的同时，2016–
2017年四川省对全省钉螺进行了全面调查，共在全

省 9个市（州）54个县（市、区）发现有螺面积 4 829.25
hm2，钉螺主要分布在沟渠环境（占 70.22%）［8］。2018
年，四川省对血吸虫病现症病人开展了专项调查，

共确认 1 558例血吸虫病现症病人，均为晚期血吸虫

病病例，以巨脾型和腹水型病例为主［9］。通过长期、

系统监测，四川省已成功构建敏感、有效的监测体系，

结合阶段性横断面调查，为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中各项

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张云等［10］对云南

省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的平坝亚型和高山亚型流行

村进行调查发现，2011年平坝亚型流行村人、马、犬

血吸虫感染率较高，牛相对传播指数达59.75%，鼠感

染度（EGP）高达 48.00，检获的狗粪和马粪阳性率分

别为 11.94%和 6.90%；高山亚型流行村牛、犬血吸虫

感染率较高，牛相对传播指数高达 83.56%，检获的

犬、人粪阳性率分别为 16.96%、9.52%。2018年虽然

在2个村未查出血吸虫感染阳性病人和动物，亦未检

出阳性野粪，但仍检获 204份人、牛、犬粪，提示当地

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仍较高，特别是以前被忽略的犬成

为极为重要的传染源。这些调查数据为 2个山丘型

流行省开展血吸虫病防控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亦

为2省今后评估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实施精准血防措

施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疫情资料。

2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指导精准干预指导精准干预

近年来，时空分析模型、Google Earth等现代信息

技术已广泛用于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绘制、高风险区域

识别等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在我国血吸虫病防控工

作中发挥中了重要作用［11⁃12］。陆定等［8］采用 Google
Earth绘制了四川省有螺环境分布图，直观展示了该

省 11个市（州）64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的历史

有螺环境、现有钉螺环境和可疑钉螺孳生环境。郝瑜

婉等［13］应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方法及回顾性时

空扫描统计量对 2004–2015年云南省血吸虫病传播

风险进行分析，发现2004–2013年云南省人群血吸虫

感染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并识别出2004–2013年云

南省人群、耕牛和钉螺血吸虫感染风险热点区域。这

些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为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

供了精准防控靶点，有助于推动消除血吸虫病工作进

程。

33 创新防治模式创新防治模式，，探索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之消除探索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之消除

血吸虫病新路径血吸虫病新路径

血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山

丘型流行区钉螺分布环境复杂、传染源众多，如何巩

固血防成果、实现血防工作可持续发展，是山丘型流

行区血防工作的难点问题［14］。四川省发挥社会经济

因素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了“一

体化城乡统筹”蒲江模式、“系统化生态治理”东坡模

式、“集约化生态农业”广汉模式、“科学化血防管理与

健教”夹江模式、“生态化民族循环型经济”西昌模式，

通过2011–2015年综合防治，均取得了有效控制血吸

虫病疫情、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效果，

实现了控制血吸虫病传染源、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15］。针对山丘型流行区血吸虫

病防治的健康需求和新时代血防工作的新要求，陈琳

等［16］探索出针对政府决策和部门参与人员的血防健

教模式、针对在校学生和家长联动促进的血防健教模

式、针对村民劳动与娱乐的社区特色血防健教模式和

针对流动人员返乡查治病的血防健教模式等 4种新

的血防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干预模式。这些新模式

与流行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紧密契

合，引导群众改变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还改

善了社区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营造了社区血防氛

围、巩固了防治成果［16］。新时代的血防工作面临群众

日益增长的需求、环保等诸多挑战，只有不断突破原

有的思路、创新防治模式，才能走上一条生态、环保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

44 构建快速敏感的检测平台构建快速敏感的检测平台，，确保精准评价确保精准评价、、巩固血巩固血

防成果防成果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全国

要达到血吸虫病消除的目标，这对血防工作提出了更

严格、更精准的要求。为了能快速、高效地发现疫情，

更加敏感、准确的诊断技术和高质量的实验室检测体

系是支撑现有监测预警系统的重要技术平台。杜春

红等［17］分析了云南省血吸虫病诊断网络平台建设及

运行情况，认为目前云南省血吸虫病诊断网络虽然仍

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实验室软、硬件建设均向规

范化、标准化迈进，可以为全省乃至山丘型血吸虫病

流行区防治规划实施、效果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山丘型流行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也面临钉螺控制难、传染源管理困难、防治

能力不足、地震等自然灾害增加防控风险等诸多问题

和挑战［14, 18⁃20］。今后应继续落实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

综合防治策略，把血防工作纳入当地社会事业同步发

展的总体规划，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完善监测预警体

系，早日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的宏伟目标［21］。

（下转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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