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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羊血吸虫病疫情监测结果分析
神学慧１，王琳２，李叶芳１，杨伟华３

１ 镇江市丹徒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２８；　 ２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３ 镇江市丹徒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２８

摘要：　 目的　 掌握镇江市丹徒区沿江地区羊血吸虫病疫情情况，为制定羊血吸虫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每年对沿江地区羊血吸虫病病情、江滩环境羊粪、羊敞放区域水体感染性、居民病情、螺情和防治措施等开

展纵向观察并进行分析。 　 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在沿江地区共检查羊 １２ ０７６ 只，查出粪检阳性羊 ５７ 只，感染率为

０ ４７％；粪检阳性羊感染强度高，“＋＋＋”和“ ＋＋＋＋”共查出 ４６ 只，占阳性总数的 ８０ ７０％。 江滩环境羊粪占总野粪数的

９６ ３０％，阳性率为 ９ １０％，其他野粪未查出阳性。 沿江高危水域监测发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有 ６ 处哨鼠阳性。 共对居民开展

血清学查病 １２４ ００９ 人次，查出粪检阳性 ３ 人，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０ ００３％。 累计查出江滩钉螺面积 １ ０６６ ４０ ｈｍ２，
２００９ 年查出阳性钉螺 １３ ５６ ｈｍ２。 采取淘汰粪检阳性羊、羊圈养、以禽代羊、人畜化疗、灭螺和灭蚴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性防

治措施后，２００９ 年之后未再查出感染性钉螺、２０１１ 年之后未再监测到阳性水体和粪检阳性病人、２０１２ 年之后连续 ７ 年未

再查出粪检阳性羊和阳性羊野粪。 　 结论　 监测区内羊血吸虫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沿江江滩仍然存在大面积的

钉螺和敞放羊的羊粪，羊血吸虫病的综合防控和监测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　 羊；血吸虫病；疫情；监测

中图分类号：Ｒ５３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１１０（２０２０）０９－１０４７－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３１１０．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７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ａ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Ｄａｎｔ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ＳＨＥＮ Ｘｕｅ－ｈｕｉ１， ＷＡＮＧ Ｌｉｎ２， ＬＩ Ｙｅ－ｆａｎｇ１，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ｈｕａ３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３３３ 工程”科研项目（ＢＲＡ２０１６１３２）；江苏省卫计委项目（ｘ２０１８０９、ｘ２０１８０６、Ｘ２００９０２） ；镇江市社

会发展科技项目（ＳＨ２０１６０２５）；镇江市“１６９”工程科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神学慧（１９７１－），男，本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寄生虫病控制。
通信作者：王琳， Ｅ－ｍａｉｌ：ｚｊｃｄｃｗｌ＠ １６３ ｃｏｍ。

置、患者经济状况、家庭因素、心理因素、人口流动等，
都有可能影响患者接受并保持抗病毒治疗的情况，这
些因素国家治疗数据库尚未采集，无法纳入分析。

综上所述，湖南省近年的抗病毒治疗覆盖和治疗

效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治疗成功率保持在 ９０％以

上，但在治疗比例和治疗及时性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提

升。 为实现“十三五”及“三个 ９０％”的工作目标，需要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优化工作模式，提高治疗保持

率，针对 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水平高、异性性传播、注射毒

品、未婚、青年等特征人群有针对性的加大治疗宣教力

度及规范管理，尽早纳入治疗，减少脱失，提升抗病毒

治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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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ｓｎａｉｌｓ ｉｎ ２００９ ｗａｓ １３． ５６ ｈｍ２．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ｌｉｋｅ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ｇｏａｔｓ，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ｇｏａｔｓ ｉｎ ｐｅｎｓ，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ｇｏ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ｒｄ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ｎａｉ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ｓｎａｉｌ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９， ｎｏ ｂｏｄｙ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ｆｅｃｅｓ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ｎｏ ｇｏａ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ｆｅｃ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ｆｅｃｅｓ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ａ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Ｄａｎｔ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Ｏ． ｈｕｐｅｎｓｉｓ
ｓｎａｉｌ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ｆｅ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ｏ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ｈ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ａ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ｏａ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２００４ 年全国积极实施《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

长期规划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１］，采取以传染源控制

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２－３］，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和牛血吸虫病感染率已经下降

至极低水平［４－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江苏省在沿江血吸虫

病流行地区的 １０７ 个重点村实施“以机代牛”的防治

策略，已淘汰全部重点流行村的 ９２７ 头耕牛，作为曾是

江苏省长期以来主要的保虫宿主和传染源的耕牛，其
在血吸虫病的流行过程中的传播作用已得到有效控

制［６－８］。 但日本血吸虫病是一种多传染源的传染性疾

病，除了人和牛以外，尚有羊、猪、狗等 ４０ 多种哺乳动

物易感［９］，羊作为日本血吸虫病的易感宿主之一，在
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在现场研究中已得到证

实［１０－１１］。 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江苏省淘汰沿江血吸虫

病流行区耕牛后羊血吸虫病疫情情况，本课题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选择了镇江市丹徒区沿江地区开展了

羊血吸虫病疫情监测工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内容与方法

１ １　 羊血吸虫病病情监测　 每年春秋季对全区在沿

江江滩有螺区域敞放的羊采用改良塑料杯顶管孵化

法［１２］开展病原学检查（１ 粪 １ 检），并对粪检阳性羊进

行血吸虫病感染强度测定［１３］，即一份阳性粪便中，１ ～
５ 个毛蚴为 ＋， ６ ～ １０ 个毛蚴为 ＋ ＋， １１ ～ ２０ 个毛蚴

为＋＋＋，２１ 个毛蚴以上为＋＋＋＋，计算羊血吸虫病感染

率、感染强度。
１ ２　 江滩环境羊粪调查　 每年春季对江滩有螺环境

查螺的同时开展羊粪调查，每个环境抽查 ３０ ～ ５０ 个单

元，按每个单位 １００ ｍ２ 计。 收集并记录羊粪及其他野

粪的种类、数量等，并采用改良塑料杯顶管孵化法［１２］

进行检查，计算羊粪及其他野粪的阳性率等指标。
１ ３　 羊敞放区域水体感染性监测　 每年 ５—９ 月份对

有羊群敞放的血吸虫感染高危水域采用哨鼠测定

法［１４］测定水体的感染性，哨鼠解剖查出血吸虫成虫或

肝脏存在血吸虫虫卵为水体血吸虫感染性阳性。
１ ４　 居民血吸虫病病情监测　 每年 １０—１１ 月份有羊

敞放的地区，按照整村抽样的原则，对流行区 ６ ～ ６５ 岁

常住居民，先用胶体染料试纸条试验 （ ｄｉｐｓｔｉｃｋ ｄ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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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ＤＤＩＡ）开展血清学筛查，对筛查出的血

检阳性者采用粪便尼龙绢袋集卵孵化法进行病原学检

查，计算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
１ ５　 螺情监测　 每年春季对沿江江滩环境采用系统

抽样和环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螺情调查，框、线距

为 ２０ ｍ×２０ ｍ。 查获钉螺采用压碎镜检法解剖，观察

感染血吸虫情况，并统计钉螺感染率、感染钉螺面积和

有螺面积等指标［１５］。
１ ６　 防治措施

１ ６ １　 淘汰粪检阳性羊　 对查出的粪检阳性羊全部

宰杀淘汰，并对羊圈的羊粪进行灭卵处理。 实施羊圈

养或者“以禽代羊”等措施减少羊敞放的数量，有效控

制羊传染源。
１ ６ ２　 人羊化疗 　 对查出的 ＤＤＩＡ 阳性者和确诊的

病人采用吡喹酮 ６０ ｍｇ ／ ｋｇ 两日疗法进行治疗 （化

疗）；并对春秋两季查出的粪检阳性羊及在有螺区域

敞放的羊，采用吡喹酮 ２０ ｍｇ ／ ｋｇ 顿服进行治疗和预防

性服药。
１ ６ ３　 灭螺灭蚴 　 采用 ４％氯硝柳胺乙醇胺盐粉剂

法进行药物灭螺［１６］ 和环境改造等综合性灭螺措施杀

灭钉螺。 对监测到的阳性水体采用氯硝柳胺悬浮剂水

面喷洒法［１７］灭蚴。
１ ６ ４　 健康教育　 针对养羊畜主、居民和中小学生等

不同人群，发放血防知识宣传单和防护油膏、张贴宣传

画和标语、竖立禁示牌、开展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宣传和

对中小学生开展血防“四个一”活动等系列健康教育

工作，宣传羊与血吸虫病的关系、羊到江滩有螺区域放

牧的危害等知识。
１ ７　 统计学分析 　 收集每年羊血吸虫病情、江滩羊

粪、水体感染性、居民病情和螺情等监测数据，建立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对羊血吸虫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监测区概况　 镇江市丹徒区地处长江中下游，曾
经是江苏省较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一，２０１６ 年达到

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 全区人口总数为 ２８ ０６ 万，
流行区类型以江滩型为主，历史累计有螺面积为

２ １７０ ７６ ｈｍ２，历史累计血吸虫病人 ３０ ９７９ 人；２００８
年江滩有螺面积 ２５８ ２０ ｈｍ２，感染性钉螺面积为

９ ６０ ｈｍ２；沿江地区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０ ０８５％，
羊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０，沿江地区散养的 １７０ 头耕牛

已全部淘汰。
２ ２　 羊血吸虫病感染率与感染强度

２ ２ １　 羊血吸虫病感染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共检查羊

１２ ０７６ 只，共查出粪检阳性羊 ５７ 只，感染率为 ０ ４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羊血吸虫病感染率分别为 ０ ３１％、
１ １２％、０ ９１％和 ０ ７８％， ２０１２ 年之后没有查到粪检

阳性羊，羊血吸虫病感染率一直维持在 ０，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镇江市丹徒区沿江地区羊血吸虫病感染率及感染强度调查

年份

羊血吸虫病感染率调查

检查数 阳性数 感染率（％）

羊血吸虫病感染强度调查

＋

只数 ％

＋＋

只数 ％

＋＋＋

只数 ％

＋＋＋＋

只数 ％

２００９ １ ９６２ ６ ０ ３１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３３ ３３ ４ ６６ ６７

２０１０ ２ ８６７ ３２ １ １２ ０ ０ ００ ６ １８ ７５ １５ ４６ ８８ １１ ３４ ３８

２０１１ １ ２１１ １１ ０ ９１ ０ ０ ００ ２ １８ １８ ９ ８１ ８２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２ １ ０３２ ８ ０ ７８ ０ ０ ００ ３ ３７ ５０ ２ ２５ ００ ３ ３７ ５０

２０１３ ７２５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３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１ ０１１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８６６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７０３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８ ６５３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９ ４１６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合计 １２ ０７６ ５７ ０ ４７ ０ ０ ００ １１ １９ ３０ ２８ ４９ １２ １８ ３１ ５８

２ ２ ２　 羊血吸虫病感染强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查出的

５７ 只粪检阳性羊中，血吸虫病感染强度较大，其中检出

“＋＋”的 １１ 只，占阳性总数的 １９ ３０％；“＋＋＋”的 ２８ 只，
占阳性总数的 ４９ １２％；“ ＋＋＋＋”的有 １８ 只，占阳性总

数的 ３１ ５８％，见表 １。

２ ３　 江滩环境羊粪调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共检获野粪

１ ０８７份，其中羊粪 １ ０５７ 份，占 ９７ ２４％，查出粪检阳性

６９ 份，阳性率为 ６ ５３％。 狗粪 １１ 份，占 ０ ７４％、鼠粪

１９ 份，占 １ ７５％、人粪 ３ 份，占 ０ ２８％，粪检均为阴性。
羊粪粪检阳性主要出现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阳性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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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 ７０％、１５ ０９％、１０ １６％和 ５ ５６％。
２ ４　 羊敞放区域水体感染性监测 　 监测到哨鼠阳性

出现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对沿江 ７ 处有羊群敞放的高危水

域中发现有 ６ 处， 哨鼠血吸虫感染率为 ０ １７％ ～
３ １７％，２０１１ 年之后未查到感染性哨鼠，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镇江市丹徒区沿江地区哨鼠监测结果

年份 解剖数 阳性数 阳性率（％）

２００９ ５８３ １ ０ １７
２０１０ ５４３ １２ ２ ２１
２０１１ ５３７ １７ ３ １７
２０１２ ４８６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２１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５３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５５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５４２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５８６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８ ５３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１９ ５６６ ０ ０ ００
合计 ５ ９９７ ３０ ０ ５０

２ ５　 居民血吸虫病病情监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对监测

区内居民开展血清学查病 １２４ ００９ 人次，查出血清学阳

性 １ ０７２ 人次，对其中 １ ０４０ 人次开展了粪便检查，共
查出粪检阳性 ３ 人，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未再查到粪检阳性病人，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镇江市丹徒区沿江地区

居民血吸虫病检查结果

年份
血清学检查

检查数 阳性数

病原学检查

检查数 阳性数

居民感染率

（％）

２００９ １１ ５６５ １２５ １２１ １ 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１２ ３１４ ２４６ ２４０ １ 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１１ ０１１ １５９ １５１ １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８０ １４７ １４３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０ ０２６ ６０ ５７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１ ６１３ ８０ ７３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１ ０６７ ４５ ４５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５６ ４６ ４６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１ ３０５ ５６ ５６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２ ６４０ ６０ ６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１ ０３２ ４８ ４８ 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４ ００９ １ ０７２ １ ０４０ ３ ０ ００３

２ ６　 螺情监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全区累计查出江滩钉

螺面 积 １ ０６６ ４０ ｈｍ２， ２００９ 年 查 出 阳 性 钉 螺

１３ ５６ ｈｍ２，２０１０ 年至今已经连续 １０ 年未查到感染性

钉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江 滩 有 螺 面 积 为 １２５ ６０ ～
１７５ ３０ ｈｍ２，居高不下，到 ２０１２ 年以后，随着血吸虫病

阻断达标考核的进程，灭螺力度的不断加强，到 ２０１３
年，钉螺面积较 ２０１２ 年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维
持在 ６０ ５０～７２ ００ ｈｍ２ 之间，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镇江市丹徒区沿江江滩螺情状况

年份
钉螺面积

（ｈｍ２）

感染性钉螺面积

（ｈｍ２）

解剖

钉螺数

阳性

钉螺数

钉螺感染率

（％）

２００９ １７５ ３０ １３ ５６ ９５ ２２６ ２６ ０ ０２７

２０１０ １５５ ７０ ０ ００ ５０ ２３９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３２ ７０ ０ ００ ４１ ２５８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５ ６０ ０ ００ ３５ ２１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６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０ ３１１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３ ６０ ０ ００ ５ １２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６９ ５０ ０ ００ ６ ４８１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６９ ５０ ０ ００ ６ ８３６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７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７６２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７２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３２７ 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７２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６０２ 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１ ０６６ ４０ １３ ５６ ２７１ ３７２ ２６ ０ ０１０

２ ７　 防治措施　 对查出的 ５７ 只粪检阳性羊及时进行

宰杀处理，并对羊圈羊粪开展灭卵 ３２ 次；修建圈养羊

舍 ３ ８５ ｈｍ２，圈养羊 ６７７ 只，对 ５ 处有螺区域采取禁牧

措施，淘汰羊 ６０２ 只，投放 ５ ０００ 余只鸡、鹅等“以禽代

羊”等综合性防治措施控制传染源。 对在有螺江滩敞

放的 ４ ３２２ 只羊进行预防性服药，对查出血清学阳性

１ ０７２人次及 ３ 例粪检阳性者均进行了化疗。 对粪检阳

性羊敞放的有螺江滩和阳性野粪区域开展药物灭螺

６２０ ｈｍ２，环境改造灭螺 ６５ ｈｍ２。 哨鼠测定阳性水体区

域灭蚴 ３０ ｈｍ２；在江滩有螺区、阳性野粪、阳性水体等

区域竖立警示牌 ５０ 块，张贴宣传标语 １６０ 张，张贴宣

传画 １１０ 张，发放血防宣传单 ５ ６５０ 份，发放，防护油膏

８５０ 盒，对养羊畜主上门宣传 ２８ 次，并在流行季节对中

小学生开展血防“四个一”等活动。

３　 讨　 论

镇江市丹徒区地处长江中下游，曾经是江苏省较

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一，随着国家实施以传染源控

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后，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对全区 １６
个血吸虫病重点流行村和 １９ 个重点区域开展了综合

治理，实施“以机代牛”等防治策略，已淘汰全部重点流

行村的耕牛［６，１８］。 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监测显示，随着沿

江地区耕牛的淘汰，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由原先耕牛的

养殖现已转变为养殖羊，羊的养殖也由原来的散养转

变为 群 养、 规 模 养 殖。 由 于 监 测 区 长 江 岸 线 达

６７ ５ ｋｍ２，沿江地区水草资源丰富，是牧羊的天然牧

场，养羊因经济价值较高，饲养成本低，导致了养羊数

量的增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监测显示，羊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０ ４７％，而且感染强度大；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仅为

０５０１ 实用预防医学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第 ２７ 卷 第 ９ 期　 Ｐｒａｃｔ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Ｓｅｐ．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２７， Ｎｏ．９



０ ００３％，远低于羊的感染率；江滩环境羊粪占总野粪数

的 ９６ ３０％，阳性率为 ９ １０％，其他野粪未查出阳性；螺
情监测显示，仅 ２００９ 年查出阳性钉螺为 １３ ５６ ｈｍ２，均
分布在江滩羊放牧区域，２００９ 年之后未再查出感染性

钉螺。 资料标明［１４］，哨鼠法检测水体中尾蚴结果代表

水体对人畜感染性指标，是测定水体感染性客观敏感

实用的方法之一，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在对沿江 ７ 处有羊群

敞放的高危水域开展的水体感染性监测中发现有 ６ 处

哨鼠监测阳性，结果显示哨鼠阳性的高危水域与羊放

牧有关［１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监测发现，沿江地区的阳性羊野粪、

阳性水体、感染性钉螺和粪检阳性居民出现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年之间，而且与粪检阳性羊敞放的区域具有高度

一致性，结果显示粪检阳性羊已经成为当地江滩流行

地区重要的传染源，并对羊实施了重点防控，采取了淘

汰粪检阳性羊、羊圈养、以禽代羊、人畜化疗、灭螺灭蚴

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性防治措施，羊血吸虫病防治效果

显著，２００９ 年之后未再查出感染性钉螺、２０１１ 年之后

未再监测到阳性水体和粪检阳性病人、２０１２ 年之后连

续 ７ 年未再查出粪检阳性羊和阳性羊野粪，羊血吸虫

病疫情达到有效控制。
随着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防治模

式也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２０－２１］，在达到血吸虫病传

播阻断地区，要巩固取得的血防成果，传染源的监测工

作向“精准监测”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羊作为主要的保

虫宿主和传染源在我国血吸虫病流行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传播作用［１０－１１，２２］，散放于江滩上的羊，其羊粪对环境

污染面广量大，研究显示［２３］，羊粪（虫卵）可污染范围，
面积平均约为（３ １９１ １１３０±１ １８９ ７０９４）ｈｍ２，故一旦出

现感染性羊，其粪便必将对有螺江滩造成污染，导致疫

情扩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监测显示，虽然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

未再查出感染性钉螺，但监测区内仍然存在大面积的

江滩钉螺，同时每年在有螺江滩仍然监测到敞放羊的

羊粪，因此羊血吸虫病的综合防控和监测工作仍需进

一步巩固加强［２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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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６，２８（５）： ４９７－５０１，５１８
［２４］ 林娇娇  重视羊血吸虫病防治 推进我国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Ｊ］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６，２８（５）：４８１－４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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