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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胡承难 陈连福 毛第军 陈秉坤 郓堂启 吴 兴 
(糊北省黄石市卫生防疫站，435000) 

于祥光 潘子春 是国友 曹树煌 
(丈 击 卫生 防疫站 ， 

摘要 19BJ年，我市大冶县大箕铺 乡东角山村发现了一例华支睾嗳虫病人。 据此 ，我们对本市华 

吏睾吸虫病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人群感染率为 11-zs~(64tj7o)，病例以轻度感染为主。第一 中间宿 

主是致稻螺和长角涵螺，自然感染率分别为 5．85％ 和 I．22*。第二 中问宿主有麦穗壹、捧花量、鳌条、 

红鳍拍 ，鲤鱼、螃皱、虾 ，自然感染率在 1．20— 51．8●％ 之间。猫为保虫宿主。结果证实本市有华支睾吸 

虫病流 行。 

1 983年 ，我市大冶县大箕铺乡东角山村发 

现了一例华支睾吸虫病 、̂。为了摸清华支睾吸 

虫病流行情况 ，以病人为线索，以患者所在村为 

重点 ，进行了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同 

时对黄石市郊和大冶县的大型湖泊及鱼场的螺 

类和谈水鱼虾华支睾吸虫幼虫的自然感染情况 

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惆 查 方 法 

人群调查采用同济医科大学提供的成虫抗 

原皮试液，对东角山村年满 2岁的村民作皮试 

筛选，对皮试阳性者、部分皮试阴性者及未作皮 

试者，采用茸然沉淀法作全粪集卵调查感染率， 

用改良 ~toll法作感染度。宿主调查，第一中 

间宿主螺类采集于东角山村七组即首例病人所 

在自然村鱼塘及黄石市郊西赛鱼池，采用解剖 

肝脏查尾蚴；第二中间宿主 淡水鱼虾采集于东 

角山村七组鱼塘、大冶县的大冶湖、保安湖、粱 

子湖等 自然水域及黄石市郊的南湖、花湖和西 

赛鱼池 ．采用压片法查囊蚴 ，用人工消化法检查 

感染度；保虫宿主调查是收集东角山村家畜粪 

便采用自然沉淀法查虫卵。动物实验采用胃管 

法人工感染，用粪检和解剖的方法了解感染情 

况。流行病学调查采甩询 问的形式进行。用光 

学显微镜观察各个虫期，作形态描述。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疫点东角山村位 于 我 市 

东南部，与阳新县毗邻，面临平贩，背靠环山，海 

拔 150公尺。垒村分 8个自然村(组)，280户， 

共 1427人 每 个自然村平均有鱼塘 l一3口不 

等，壤边多伴有厕所建筑，部分农民有用大粪喂 

鱼的习惯。鱼塘适台螺类孽生和淡水鱼虾的生 

长。农民食鱼多为年底食塘鱼，少数平时买些 

小鱼或下河(湖)捞鱼。摸鱼时有用嘴叼鱼的习 

惯 ，吃鱼方式多为油煎或烤，少数小茁有烧鱼或 

生食虾子的习惯 

(二)人群感染调查 

1．皮试阳性率 受试者东角山村 8个自然 

村(组)，258户，共 1069人，阳性 169人，阳 

性率为 15．81菇。其中男性皮试 541人，阳性 99 

人，阳性率为 18 30％；女性皮试 528人 ，阳性 

70人，阳性率为 13．26％。 两者阳性率之间有 

显著差异 (x 一 5．1017，P< 0．05)。 年龄 分 

布： 受试者 3—75岁均有阳性，其中 1O岁和 

4O岁年龄组为高，分别为 23．11和 1 7．82弗。其 

次 是 2O、3O和 5O岁年 龄 组， 分 别 为 14．21、 

l5．2O和 i3 83弗。 10岁以下组最低 阳性率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丧 1 黄石 市华支 警 嗳虫扁 年蟹 幢 剐分 布 

女 台 计 

年 龄 组 

硷查 数 阳性 数 ％ 检查数 阳性 盘 ％ 检查 数 阳性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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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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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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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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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l l 4-76 36 ● l1．1 J 

30— 3{ l2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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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9 18 2 11 11 20 0 0 3B 2 5
．
2．6 

40一 4̂ I 8 2 11．11 l： 2 t6．67 30 ‘ l3．33 

_5— 49 12 1 B．33 10 l 10．00 22 2 9
．09 

50一 ，9 1I 0 0 11 ● -|6 22 { 18
． 1B 

60— 69 15 l 6．67 14 l 7-14 2， 2 6．90 

70岁 以上 6 0 0 0 8 0 0 

台 十 2B2 I 2．06 2BB 30 570 6{ 11．Z3 

8．81知 上述各年龄组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极为 

显著 (x 一 19．92，P< 0．005)。各自然村(组) 

间阳性率不等。 

2．粪检感染率 共粪检 570人 ，虫卵阳性 

64人， 感染率为 l1 23瞄。 其中男性 感 染 为 

12．06％(34／282)，女性感染率为 1 O．42％ (so／ 

288)。性别差异不明显 ( 一 0．126，P>0．05)。 

年龄分布，最 小 4岁，最 大 64岁，按 5岁 分 

组作统计学处理 ．各年龄组感染率 差 异 显 著 

(x 一 27．54，P< 0．O1)，详见表 Io 

由表 I还可看出，10岁以下年 龄 组 女 蔹 

感染率高于男孩，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女孩烧鱼 

吃者较男孩多所致。 而 15岁年龄组显著地高 

于其它各年龄组，可能与这个年龄组人群下水 

摸鱼多，且有用嘴叼鱼的习惯 ，增加了受{薛染的 

机会有关。 中老年尤其老年下水捕鱼少感染率 

则较低。 

3皮试与粪检 的关 系 在 粪检 的 570人 

中，皮试阳性者 121人 ，占 21 23％；皮试阴性 

者 207人，占36 32％；宋傲皮试者 242人。占 

42．46％。它们的虫卵检出数分别为 33人，lO人 

和 21人。 虫卵检出率 分 别 为 27．27、4 83和 

8 67％。 经统计学处理 ，三者检出率之间的差 

异极为显著(x 一41．3296，P<0．O1)。 其中皮 

试阳性者虫卵检出率最高，说明皮试筛选感染 

者在华支睾吸虫病调查中应用效果是理想的。 

4．感染度 共社查感染者 6人，每克粪便 

虫卵数 (eve)最高 58800个，最低 80个 ，平 

均 9947个．除 1例属严重感染外，其余均为轻 

度感染者。 

(三)宿主调查情况 

1．第一中间宿主 解剖东 角 山村 纹 沼螺 

(Para／ossarulus striatulus由中国科学院 动物 

所刘月英鉴定，下同)581只，华支睾吸虫尾蚴 

阳性34只．阳性率为 5．85为；长角涵螺 (~dloei- 

m4 longieornls)82只，阳性数为 2只 ，阳性 

率 1．22％； 田螺 幼体 (Cipangopaludina sp．> 

207只，未检出阳性。 解剖市郊西赛鱼池纹稆 

螺 12只，田螺幼体 48只，束发现阳性。 

2．第二 审阅宿主 仅东角山村鱼塘 中的麦 

穗鱼 (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伍惠生教 

授鉴定，下同)解剖 178尾，华支睾吸虫囊蚴阳 

性 1 49尾，阳性率为 83 71形；棒花鱼阳性率为 

33．33 (51 15)；青鱼、草鱼和鲢鱼均未发现阳 

性(0／7)。每 克鱼肉中含囊蚴 8．05—37 5个，平 

均为 22．78个。 其它 6个大型湖泊和鱼池中检 

查鱼虾 1g种共 674尾，发现 5种鱼(鲤鱼、麦穗 

鱼、鳖条、螃皱、红鳍蚰)和一种虾(巨掌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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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brachium superbum 上 海师 范大 学 生 物 

系戈敏生教授鉴定)共 28尾(只)有华支睾吸虫 

囊蚴感染，平均感染率为 5．92％。在该市调查 

的每个鱼池和湖泊中均有 1--3种鱼 (虾)受到 

感染(详见表 2)。 

衰 2 黄石市凌木鱼虾华支睾吸虫●■感染情况 单位：尾 

检查 性 I 
％ 鱼 虾 名 称 数 数 

麦 穗鱼 ，f ⋯ ash r ，⋯ 0 32 I 69 51．̈  

棒 花自 Abbozt⋯ r oul ris 5B B．62 

赫 Rhodcus“ Ⅲ  5．O8 

鲤 鱼 ~ypriuus farpio 7 B 1．28 

鳖 条 Hemicui， r feucis f 』 2．O{ 

红 Cutser cry ̂ ，。 ⋯ 』 7 l4．2目 

青 鱼 op̂  odon ptceus O 

草 鱼 Ctenophynq。如 d~ltus 0 

白 鲢 Mypopn}̂altoicht̂y』molilri：i 2B O 

鲸 鱼 A ristichrhys 06}fis O 

三  M eqatob k rmin jj O 

挪 鱼 c rassiu rd 30 O 

黄 靳 P fF 口 。 ， f I ， f口 0 

撅 鱼 SIniperca chuassi 0 0 

黄鲢}鱼 HyFs~ieo*rls~winhonis 0 

沙 皑 OdoA}06 lis obsau~'a O 

针 自 Hemirh4mg~us和 r f O 

巨掌沼虾 Macrobrachium superbBm 2 14．2 5 

台 计 674 1B2 7·OI 

3．保虫宿主 共查家猫 (Felisdomesticus) 

1只 ，发现华支睾吸虫卵；查狗 (Canis Eamilia． 

r )7只，未检出阳性者。 

(四)动物实验 对 5只纯系豚鼠 (Caaia 

porcellus) 分别用 2O、40、60、8O和 1 O0个华 

支睾吸虫囊蚴进行人工定量感染。 结 果 痞染 

100个囊蚴者于感染后 28天死亡，解剖后于胆 

管中检获华支睾吸虫成虫 8条。其余 4只均在 

感染后 33天发现虫卵，且分别在感染 39—232 

天解剖检获成虫。 

讨 论 

(--)我市水系发达 ，水产资源较为丰富， 

农民有用大粪喂鱼的习惯，居民嗜好鱼虾，自然 

环境有利于螺的孳生和鱼虾生长。因此，自然 

因素和环境因素有利于华支睾吸虫病的流行。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 ，我市属华支睾吸虫病高度 

流行区。至此，鄂东南除阳新县有华支睾吸虫 

病流行外￡【】．一个新的自然疫源性流行区已经 

确立。 

(=)我们在进行第二中间宿主的调查中， 

发现一种虾子体内有华支睾吸虫囊蚴的自然感 

染。这种虾子是我们 1987年 3月在本市保安湖 

的自然水域中采集的。在实验中取虾子头胸甲 

和腹部分界处肌肉，用压片法检查H只，其中两 

只发现典型的华支睾吸虫囊蚴。囊蚴形态与鱼 

体内囊蚴相同，大小相近。淡水虾呈淡红色，额 

剑上缴齿数一般为 l2个，额剑基部(齐眼)至尾 

柄基部的长度为 35—42mm，头脚甲长约为体 

长的一半。第二对步足长为 32—43mm，且掌 

节较大。 当时，我们根据当地俗称为“朱虾 ，学 

名为巨掌沼虾。它作为华支睾吸虫第二 中间宿 

主在湖北属首次发现，应 当§【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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