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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芒康县小学生蛔虫病感染的情况调查

杜
!

坤?

!曾德唯,

!李彩琴?

#

"

?D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D

重庆市南岸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C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西藏芒康县小学生蛔虫病感染状况!为制定防治对策和评价防治效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

按+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要求进行!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查人体肠道蛔虫虫卵感

染$随机抽取
/

"

?+

岁的在校学生共
?+B

人!其中芒康县超高海拔"

)/**

"

//**I

#地区
?*(

人!高海拔"

?/**

"

)/**I

#地区
+/

人!进行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

蛔虫病感染者
?,

人!感染率为
CD?*i

!其中!超高海拔地

区感染率为
?DB,i

!高海拔地区感染率为
?/D)Fi

$结论
!

蛔虫感染率超高海拔地区明显低于高海拔地区!高海拔

地区蛔虫感染率仍然较高!应重点加强气温相对较温暖!海拔在
)/**I

以下地区的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降低

人群蛔虫病发病率$

"关键词#

!

西藏&

!

超高海拔&

!

蛔虫&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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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是人体内最常见的寄生虫之一#呈世界性分布#全世

界约有
?

"

(

的人口感染蛔虫#温带-热带-经济不发达-温暖潮

湿和卫生条件差的国家或地区流行更为广泛,成虫寄生于小

肠#以半消化食物为食#雌-雄成虫交配后雌虫产卵#卵随粪便

排出体外,受精卵在
,?

"

)*h

-潮湿-氧气充足-阴蔽的泥土

中约
?*0

左右发育成杆状蚴,脱一次皮变成具有感染性幼虫

的感染性虫卵#此时如被吞食#卵壳被消化#幼虫在肠内逸出,

然后穿过肠壁#进入淋巴腺和肠系膜静脉#经肝-右心-肺#穿过

毛细血管到达肺泡#再经气管-喉头的会厌-口腔-食道-胃#回

到小肠#整个过程约
,/

"

,B0

#脱
)

次皮#再经
?

个月余就发育

为成虫,人受感染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咳嗽-食欲不振或

善饥-脐周阵发性疼痛-营养不良-失眠-磨牙等症状#有时还可

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对人体危害很大,

$

!

资料与方法

$D$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芒康县嘎托镇中心小学-昂多乡中

心小学-朱巴龙乡中心小学-纳西乡中心小学
/

"

?+

岁在校生

共
?+B

人#其中男生
B)

人#占
//D*)i

(女生
C+

人#占
((DBCi

#

调查蛔虫病感染状况,

$D/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重庆光电仪器有限公司$原重庆光学

仪器厂%生产的普通光学显微镜#使用试剂为广州市宜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改良加藤法寄生虫卵检测制片盒,

$D'

!

方法
!

根据.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

的要求#按海拔和经济水平这两个特征分层进行整群随机抽

样,确定
(

所小学#其中超高海拔地区
,

所#高海拔地区
,

所,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

_@6J$_@6X

%

?

粪
?

检#调查人体肠道土

源性线虫蛔虫虫卵,

$D1

!

统计学处理
!

调查数据按统一设计的
V

N

3W@6@

数据库

格式录入#并进行逻辑查错#用
V

N

3W@6@,D)

统计软件录入数

据#用
Y<YY?FD*

进行
.

, 检验#

0

j*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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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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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地区分布
!

本次调查实检人数为
?+B

人#阳性者
?,

人#

总感染率为
CD?*i

#其中朱巴龙乡中心小学感染率最高#为

,)D/)i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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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其中海拔高度大于
)/**I

的超高海

拔地区!芒康县嘎托镇中心小学-昂多乡中心小学共计
?*(

人#

阳性
,

人#阳性率
?DB,i

(海拔高度小于
)/**I

的高海拔地

区朱巴龙乡中心小学-纳西乡中心小学共计
+/

人#阳性
?*

人#

阳性率
?/D)Fi

#见表
,

,超高海拔地区与高海拔地区学生蛔

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j?*DBB

#

!j*D**?

%,从经济

状况来看#辖区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芒康县嘎托镇中心小学-

纳西乡中心小学共计
?*,

人#阳性
)

人#阳性率
,DB(i

#辖区

经济状况相对更落后的昂多乡中心小学-朱巴龙乡中心小学共

计
+C

人#阳性
B

人#阳性率
?)D()i

#见表
)

,经济状况相对较

好地区与经济相对更落后地区学生蛔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j+DC/

#

!j*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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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芒康县几所小学蛔虫感染率与海拔分布

小学名称
海拔

$

I

%

经济条件
检查

$

-

%

感染

$

-

%

感染

$

i

%

嘎托镇中心小学
)FC*

相对较好
C? ? ?D(?

昂多乡中心小学
)B**

相对落后
)) ? )D*)

朱巴龙乡中心小学
,/**

相对落后
)( F ,)D/)

纳西乡中心小学
,+**

相对较好
)? , +D(/

合计
?+B ?, CD?*

表
,

!

超高海拔地区与高海拔地区蛔虫感染情况比较

组别 检查$

-

% 感染$

-

% 感染$

i

%

超高海拔地区
?*( , ?DB,

高海拔地区
+/ ?* ?/D)F

表
)

!

不同经济状况与蛔虫感染情况比较

地区 检查$

-

% 感染$

-

% 感染$

i

%

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 ) ,DB(

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C B ?)D()

)

B)??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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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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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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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分布
!

不同性别检出阳性情况!共检测男
B)

人#阳

性
C

人#阳性率
CD/)i

(女
C+

人#阳性
/

人#阳性率
+D/Fi

#经

.

, 检验#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j*D*+

#

!j*DF?*

%,见

表
(

,

表
(

!

芒康县小学不同性别蛔虫感染情况

性别 检查$

-

% 感染$

-

% 感染$

i

%

男
B) / +D/F

女
C+ C CD/)

合计
?+B ?, CD*+

/D'

!

年龄分布
!

不同年龄组蛔虫检出情况!

?,

个年龄组共检

测
?+B

人#最小
/

岁#最大
?+

岁#中位年龄
??

岁,阳性检出率

前
)

位的分别是
?,

"

岁年龄组$

?+D+Ci

%#

?)

"

岁年龄组

$

?*D/)i

%#

?(

"

岁年龄组$

?*D**i

%#

/

"

岁年龄组-

+

"

岁年龄

组-

F

"

岁年龄组-

B

"

岁年龄组-

?/

"

岁年龄组-

?+

"

岁年龄组

最低$未检出阳性%#各年龄组感染情况见表
/

,

表
/

!

芒康县小学不同年龄蛔虫感染情况

年龄$岁% 检查$

-

% 感染$

-

% 感染$

i

%

/

"

? * *D**

+

"

C * *D**

C

"

?? ? BD*B

F

"

/ * *D**

B

"

?( * *D**

?*

"

)/ ? ,DF+

??

"

(* ) CD/*

?,

"

,( ( ?+D+C

?)

"

?B , ?*D/)

?(

"

?* ? ?*D**

?/

"

? * *D**

?+

"

, * *D**

合计
?+B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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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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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病是人体最常见的寄生虫病#目前全世界
,?F

个国家

和地区中#

?/)

个有蛔虫病流行,据报道#全世界约有
?(DC,

亿人感染蛔虫#约占世界人口的
,,D**i

*

?

+

,而蛔虫病又是儿

童常见的肠道寄生虫病#在我国易感人群广泛,

,**(

年全国

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我国人群蛔虫感染率为

?,DC,i

#推算全国蛔虫感染者约
F/B)

万人#其中
?(

岁以下

儿童为高感染人群*

,

+

,本次调查发现#芒康县小学生蛔虫平均

感染率为
CD?*i

#高于国家规定的蛔虫感染率
)D**i

的标

准*

)

+

,而蛔虫感染率的高低#与生活水平-健康教育-卫生习

惯-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是否坚持每年普服驱虫药物有关*

(

+

,各

地防治经验显示#经济水平-改水改厕覆盖率与蛔虫感染有密

切的关系*

/$C

+

,

,**+

年卫生部出台了
,**+

"

,*?/

年全国重点

寄生虫病防治规划,把对土源性线虫病的控制列为重点#加大

宣传-防治的力度#使寄生虫病的发病率逐年有显著降低*

F

+

,

既往文献报道#女性蛔虫感染率要高于男性#但此次调查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人群的蛔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同时#本次调查显示#蛔虫感染情况在地区分布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高海拔地区远远高于超高海拔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地

区远远高于经济相对较好地区#这与国内有关报道一致*

?*

+

,

但是#超高海拔地区可能因为高寒-缺氧严重影响了虫卵在土

壤中的生存#而本次调查的该县
,

个高海拔地区$海拔分别为

,/**

-

,+**I

%终年气候较温暖-雨量充沛-相对湿度亦较大#

适宜于寄生虫的繁殖传播#因此该片区人群寄生虫感染率

较高,

本次调查仅限于西藏芒康县小学的蛔虫感染情况#但据于

德江等*

??

+的调查发现#西藏境内合计有寄生虫
)*

种#估计全

区约有
??(

万余人受人体寄生虫病的危害,西藏芒康县小学

生蛔虫感染率高#除了地处高原和极寒气候外#还与经济卫生

状况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居多-交通不便和防治工作难度较大

等有关*

?,

+

,所以更应该加强蛔虫等土源性线虫的防治意识#

广泛宣传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加强人-畜

粪便管理#注意不随地大便#注意饮水卫生#讲究个人卫生#以

防止虫卵进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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