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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未成年人肠道寄生虫病感染情况的监测调查&方法
!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卢戈液直接涂

片(塑料薄膜透明胶纸肛拭法(大便培养等方法进行肠道寄生虫病感染检查!被检测的及监测人群用阿苯哒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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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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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虫方法!服驱虫药两个月以后复查!对人群总感染肠道寄生虫上升(下降率来评价集体驱虫的效果&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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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查出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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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出土源性线虫原虫
>

种!蠕虫
@

种&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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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蛲虫感染率
#%$&(A

为最

高!蛔虫(溶组织内阿米巴(蓝氏贾第鞭毛虫(结肠内阿米巴次之分别为
""$1>A

(

""$'DA

(

@$#DA

(

D$(@A

&集体驱虫服药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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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虫两个月以后复查的感染率为
1$''A

!与驱虫前相比下降了
1'$">A

&结论
!

此次肠道寄生虫病监测

在本县属首次!不仅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为在全县开展肠道寄生虫病监测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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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

身体健康的常见疾病*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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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洛浦县人群肠道寄生虫感

染情况调查#总感染率达
%@$%%A

*为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病控制/九五0规划和防治

方案.#应用自治区卫生厅推广应用的肠道寄生虫病监测'防治

新技术#笔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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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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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随机抽取洛浦县一所托幼机

构'两所小学'两所中学的在校学生#进行了人体肠道寄生虫病

感染情况的调查*集体驱虫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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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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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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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校学生进行防治效果考核#现将调查及考核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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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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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抽取本县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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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小学生及儿童作为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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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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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全国学生常见肠道蠕虫感染综合防治方案.及

-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主要采取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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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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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主要检查肠道蠕虫卵$蛔

虫'鞭虫'微小膜壳绦虫'带条虫等&*$

#

&碘液直接涂片法 主

要检查原虫包囊$溶组织内阿米巴'蓝氏贾第鞭毛虫'人芽囊原

虫'结肠内阿米巴'布嗜碘阿米巴'微小内蜒阿米巴'哈门内阿

米巴等&*$

'

&透明胶带肛拭法!主要检查蛲虫'带条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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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培养法!主要检查结肠小袋纤毛虫'粪类圆线虫'小杆线

虫'肠内滴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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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虫药物与驱虫方法
!

用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肠道寄

生虫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健意识*使用国

家定点厂家$湖北制药厂&生产的阿苯哒唑高效驱虫药物#按自

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的
(

岁以下$

"&&<

;

#̀

"

O

&

'̀O

#

(

岁以上一次顿服#总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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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虫方法#对全县学龄前

儿童'中小学生进行集体驱虫*为保证服药剂量#设定服药率

大于或等于
@>A

*当出现不良反应时#及时登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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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观察
!

集体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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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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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应用上述
%

种检验方法对原监测人群进行复查#用肠道寄生虫

总感染下降率和各种寄生虫感染率的下降情况#评价集体驱虫

的质量和效果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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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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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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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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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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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防治前总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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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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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受检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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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查出蛔虫'蛲虫'钩虫'鞭虫'带条

虫'微小膜壳绦虫'蓝氏贾第鞭毛虫'溶组织内阿米巴'结肠内阿

米巴'人芽囊原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微小内蜒阿米巴'球虫'布

氏嗜碘阿米巴阿米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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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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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感染肠道寄生虫虫种最高为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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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蛔虫和溶组织内阿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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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寄生虫感染者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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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寄生虫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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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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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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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者分别占
"&$D"A

$

1>

例&和
&$D#A

$

>

例&*

表
"

!!

洛浦县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防治前后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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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感染率比较

寄生虫
防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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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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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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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感染的民族分布
!

检测维吾尔族肠道寄生虫感染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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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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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民族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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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鞭虫'钩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汉族学生感染率高于维吾尔

族外#其他常见的寄生虫如蛲虫'蛔虫'微小膜壳绦虫'带条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溶组织内阿米巴'结肠内阿米巴'人芽囊原

虫'布氏嗜碘阿米巴'微小
"

蜒阿米巴'肠内滴虫#维吾尔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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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染率明显高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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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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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性别分布
!

男性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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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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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感

染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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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年龄分布
!

本县肠道寄生虫感染率随

年龄增长而感染率逐渐下降#但各年龄段的感染率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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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最高#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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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县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防治前后寄生虫年龄分析

年龄段
防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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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监测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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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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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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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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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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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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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驱虫的防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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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月后#对受检测的
"D#&

例进行集体驱虫#同年
@

月份复查#查出寄生虫阳性者
"'>

例#

感染率为
1$''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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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点监测学校
'>&&&

名学

生在集体驱虫前进行了有关肠道寄生虫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

育#取得学生的密切配合#在寄生虫病专业技术人员督导下#做

到看着服药到口#使服药人数达到
#1&&&

例#服药率为
1&$&A

$

#1&&&

"

'>&&&

&*服药两个月后#对定点监测人群进行了复

查#与驱虫前相比下降了
1'$">A

$见表
"

&*不同年龄寄生虫

病感染率下降在
D@$"(A

!

"&&A

之间*男性寄生虫感染率与

驱虫前相比下降了
1#$11A

#女性下降率为
1'$'%A

*汉族寄

生虫感染下降率为
(@$D1A

#维吾尔族寄生虫感染下降率为

1'$1"A

*服药后个别学生出现了腹痛'恶心'皮疹'发热等不

良反应#停药后自动消失*其结果表明#集体服药质量好#防治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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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是洛浦县建国以来开展的第
#

次人体肠道寄生

虫感染情况的系统性调查与防治*本次对洛浦县城镇学龄前

儿童'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的监测'防治效果评价中#监测

'>&&&

名在校学生#随机抽取
"1&&

名检测#受检率达
@&$&A

#

调查与疗效考核结果具有代表性#检查的感染率为
%@$%%A

*

本次调查中鞭虫和球虫在本县尚属首次查出#维吾尔族肠道寄

生虫感染率明显高于汉族#尤以蛲虫'蛔虫为明显#而鞭虫'钩

虫'结肠小袋纤毛虫感染率汉族高于维吾尔族*寄生虫感染率

随年龄增高呈下降趋势*男女性别感染率无显著区别*本次

寄生虫总感染率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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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

(

月李宝山等(

>

)的抽样

检查该县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调查结果
(>$@#A

#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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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次受检的县城儿童'学生蛔虫'微小膜壳

绦虫'蓝氏贾第鞭毛虫'结肠内阿米巴'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率与

前次农村调查结果两两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值分别为

'"D$"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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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和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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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别明

显(

"!#

)

*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年龄'性别分布#同时感染两种寄生

虫者的比较多见#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查出肠道寄生虫
"%

种#驱虫效果特点等与全国调查结果一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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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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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的调查显示蛔虫感染率高达
%&$#A

#不仅

在本地区居第一位#在新疆地区也居首位#溶组织内阿米巴感

染率之高#在国内亦属少见#本次调查显示结果与前次相同*

说明外界大自然环境虽然不利于蛔虫卵的生存和传播#但居住

的小环境阴暗'潮湿'温度适宜#对虫卵的生存十分有利*加之

风沙大#有利于蛔虫卵的传播(

>

)

*洛浦县盛产瓜果'夏季炎热#

儿童'学生吃瓜果常有不洗净水果就食用的习惯#普遍各环境

周围苍蝇密度高#也是引起溶组织内阿米巴感染的主要因素*

因此#儿童'中小学生是本县肠道寄生虫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尤

以开展讲究个人卫生'树立防病意识为主的健康教育活动为

先(

D

)

*

本次通过防治肠道寄生虫病驱虫方案的实施#取得了寄生

虫病总感染率下降为
1'$"&A

#蛔虫'蛲虫'蓝氏贾第鞭毛虫'

溶组织内阿米巴'结肠内阿米巴感染率下降均在
1&A

左右的

明显效果*本方案不仅对蛔虫'蛲虫'蓝氏贾第鞭毛虫等土源

性线虫有显著的防治效果#且对鞭虫'钩虫也有
"&&A

的防治

效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立项研究成果填补了本县肠道

寄生虫病监测与防治领域的空白*为本县肠道寄生虫防治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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