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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2个血吸虫病历史流行省份中，已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和浙江5个省份达到了传播阻断标准，四
川达到了传播控制标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6省的流行程度也大为减轻。
2008年全国已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标准。
　　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血吸虫病传染源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人畜重复感染的威胁依然存在。
目前血吸虫病疫情控制仍处于不稳定状态，防治工作稍有松懈，疫情就会反弹。
2008年，全国有血吸虫病患者41.3万人，其中晚期患者3万人，现有钉螺面积37.2亿平方米，防治形势
仍然十分严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坚持把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制定了《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
－2015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血吸虫病防治作为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
　　为推动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向规划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针对当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
技术问题，应广大基层防治人员的工作需要，人民卫生出版社邀请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李岳生
同志担任主编，组织一批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和长期工作在一线的
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共同编写了《血吸虫病实用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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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血吸虫病防治实际需要出发，围绕防治方法及防治技术而编写的专著，以满足全国在2015年达
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供血吸虫病防治人员和疾病控制人员的工作手册。
也可作为医学、卫生、生物、畜牧兽医等专业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研究生及科研单位、防疫机
构的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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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垸内和水网地区　　对于沟渠，沿灌溉水系，按干、支、斗、农、毛渠及田块的顺序，采
取每隔5m或10m系统抽样法进行调查。
对于涵洞、涵闸、低洼水塘、树底等复杂环境则采取环境抽查法进行调查。
　　（三）山丘地区　　山丘地区地势复杂，要沿着水系，从源头到下游，从湿地到水凼，从平原到
山上，开展系统查螺。
查螺过程中要追查有螺水系的源头和末尾、钉螺扩散的范围、孤立的螺点以及历史有螺点。
与钉螺分布环境相毗邻的地区扩大范围调查。
　　三、调查范围与频次　　（一）现有钉螺环境 近2年查获有感染性钉螺、发生急性感染病例和人
畜常到的生产生活区等易感环境，应每年调查1次。
其他有螺环境，查螺地点的确定，原则上应采取轮查的方式进行，每年调查1／3的面积。
　　（二）可疑环境 与有螺水系相连或与现有钉螺环境毗邻的环境，从有钉螺分布地区引进植物、水
生物的环境，以及洪水淹没区等可疑环境，每年调查1次。
　　（三）传播阻断地区 3年内查出钉螺的村，每年调查1次；3～9年未查出钉螺的村，每3年调查1次
；10～15年未查出钉螺的村，每5年调查1次；15年以上未查出钉螺的村，如环境彻底改变，已不适宜
钉螺孳生，原则上可不再定期调查。
　　（四）非疫区 与有螺水系直接相通的地区，从有钉螺分布地区引进植物、水生物的地区，以及停
靠来自有螺地区船泊的码头、船坞等可能有钉螺扩散的环境，每年开展螺情监测调查。
　　四、调查内容　　（一）钉螺密度　　活螺平均密度表示钉螺量的多少，有螺框出现率反映钉螺
分布集散情况，是显示其传播强度与考核灭螺效果的重要指标。
在查清钉螺面积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了解钉螺密度。
常用系统抽样的方法查螺，以每0.1平方米（0.33m×0.33m，俗称框）内全部活钉螺数表示。
　　（二）感染性钉螺　　鉴别钉螺体内是否有日本血吸虫（尾蚴、胞蚴）是划分易感环境的重要依
据。
因此，在了解钉螺面积和密度之后，常采用压碎法、逸蚴法检测钉螺体内是否存在日本血吸虫（尾蚴
、胞蚴），存在尾蚴、胞蚴的钉螺称感染性钉螺或阳性钉螺。
常以感染性钉螺密度、钉螺感染率作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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