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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棘球蚴病防治中面临的问题

黄思涵,伍卫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

科技部国家级热带病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25)

【摘要】 棘球蚴病是由棘球绦虫幼虫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传染性疾病,会对人体健康及畜牧业造成严重危害,我国是全

球棘球蚴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棘球蚴病防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随着防治工作的推进

也发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棘球蚴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对今后的防治工作

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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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hinococcosis
 

is
 

a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the
 

larvae
 

of
 

echinococcus,which
 

will
 

cause
 

serious
 

harm
 

to
 

human
 

health
 

and
 

national
 

animal
 

husbandry.
 

As
 

one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serious
 

epidemic
 

of
 

echinococcosis
 

in
 

the
 

world,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in
 

China
 

after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progr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in
 

China,as
 

well
 

a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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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疟疾的消除,以及血吸虫病的有效控制,棘球蚴病

(Echinococcosis)已成为我国当前流行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中

国是全球棘球蚴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每年新增的

泡型棘球蚴病(Alveolar
 

echinococcosis,AE)病例中,有91%发

生在中国[1],而囊型棘球蚴病(Cystic
 

echinococcosis,CE)的疾

病负担也占全球的40%[2]。此外,我国棘球蚴病受威胁人口近

6
 

000万,受威胁人口与患者数量居全球首位[3]。2012-2016年

我国棘球蚴病的流行情况调查初步查明了棘球蚴病流行于内

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云南省、陕西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9个省、自治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群棘球蚴病检出率为0.51%(5
 

133例),

推算流行区患病人数166
 

098例,患病率为0.28%;人群感染

检出率 最 高 的 三 省 分 别 是 西 藏 自 治 区(1.71%)、青 海 省

(1.22%)和四川省(1.16%)[3]。

2005年起我国开始逐步实施国家棘球蚴病防治项目,并确

定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积极开展健康教育、中间宿主防控与

病人查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策略[4-5]。为及时了解流行区的

疫情动态,评价防治项目实施效果并加强对防治工作的质量控

制,2015年起在流行区开展了棘球蚴病监测工作并逐步实现了

全国所有流行县(市、区)的监测点全覆盖,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病例报告与发现、居民监测、小学生监测与防治知晓率调查、终

末宿主及中间宿主感染情况监测等[5]。根据2018-2019年的

全国棘球蚴病监测分析结果显示,在我国10个流行省(自治

区、兵团)370个监测点中,2019年的人群患病率为0.07%,其

中最高的地区分别为西藏自治区(0.23%)、青海省(0.05%)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0.05%)[4]。研究表明,既往的防治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流行区各地定居点内传染源控制工作开展的

相对较好,棘球蚴病患病率、犬只及家畜感染率显著下降,且棘

球蚴病防治人员的技能合格率与居民防治知识知晓率明显提

升[6-7]。但棘球蚴病流行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

牧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率较低,地理环境复杂且自然条件

恶劣,同时人文环境独特、宗教习俗多样;此外,存在防治机构

和队伍不健全以及动物宿主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管理难度

大等问题,以上复杂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棘球蚴病防控工作仍

面临诸多挑战。

1 野外传染源的控制不足

近年来,我国采取的综合防治措施对棘球蚴病的家养循环

具有较好的效果,重点加强了家犬的驱虫,大幅降低了家犬的

感染率,但棘球蚴病的野生循环亦不可忽视。既往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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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存在野外棘球绦虫终末宿主粪便阳性率高、野外环境污

染严重的问题。魏思慧等[8]在对青海省玛沁县的野外棘球绦

虫犬科动物粪便污染调查中发现,野外调查点中阳性粪便分布

率为10.34%,提示青海省玛沁县为棘球蚴病野生循环的高风

险区域,对野外犬科动物的驱虫管理工作迫在眉睫。付梅花

等[9]调查发现,四川省色达县的野外棘球绦虫终末宿主的粪便

污染严重,对周围的居民构成了潜在的传播风险,其中狐狸、无
主犬和狼为主要污染源。而牛彦麟等[10]在2015年的研究中发

现,西藏自治区措美县自开展犬驱虫工作半年以来,野外阳性

粪便环境污染指数并未有显著下降,调查点周边棘球绦虫野外

终宿主阳性粪便分布广泛,主要原因除无主犬外、还可能与牧

民野外放牧携带的家犬有关。蔡辉霞等[11]对青海省20
 

730名

儿童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青海省儿童棘球蚴病有显著的地域

分布特征,且儿童患病程度与野生犬科动物(如狐狸)、啮齿目

兔形目动物及家养动物的数量与棘球蚴病感染程度相关。

野外犬科动物是棘球蚴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其感染会极

大增加人群及其他中间宿主的患病风险,也会导致家养循环中

家犬的反复感染,针对野外传染源的控制仍需加强[6]。在《包
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19年版)》中提出了要开展野外驱虫工

作,然而野外地域广阔、地貌复杂;棘球绦虫的野外传播宿主繁

多且分布广泛,在哪里投药驱虫及驱虫投药的频率如何确定尚

无定论。野外传染源的控制工作成为了我国棘球蚴病防治工

作的短板,如何有效地开展野外传染源控制工作已经成为当前

防治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相关研究显示,冬季牧场、高寒草甸等植被高度较低的区

域、啮齿目兔形目动物密度较高的区域、接近水源与生活垃圾、

以及接近放牧时临时的居住地等区域具有较高的棘球蚴病传

播风险,应作为今后野外棘球蚴病的重点监测区域,并结合调

查结果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6-
 

7,10]。此外,目前关于野外传染

源的防控研究鲜有报道,棘球蚴病的野外传染源网格化干预研

究表明,网格化规划投放驱虫饵料有助于实现一定范围内的野

外传播宿主现场调查并评估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但由于高原

野外环境复杂,干预工作影响因素众多,该研究设计难以在短

期内明确其效果,仍需延长观察时间[12]。通过无人机投放新

型驱虫饵料能够有效降低野外犬科动物的棘球绦虫感染风险,

并能节省大量人力成本与时间,然而,目前无人机在疾病的监

测与防控方面运用较少,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明确其效果与具

体应用[13]。未来也应积极开展更多针对野外传染源的科学研

究,了解野外粪便污染情况及特征,从而有利于识别棘球蚴病

野外传播高风险区域、探索具有创新性的防控措施、实施棘球

蚴病精准防控,以推动我国棘球蚴病的防控工作进展。

2 部分非流行区存在流行的可能

21世纪以来,我国除既往已发现的流行区外,内地的非流

行省、自治区也陆续出现了棘球蚴病的病例报告,从2000-2022
年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均报告出现过棘球蚴病病例。

 

韩帅[14-
 

15]

等根据 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传 染 病 信 息 报 告 管 理 系 统

(NNDRS)报告的非地方性棘球蚴病病例进行的统计分析发

现,2017-2020年,21个非流行省份中共报告了244例病例,其
中河南省的病例数最多(累计69例),据当地调查显示主要与

从事皮毛加工有关。其次为山东省(累计27例)和安徽省(累
计18例),三省份累积病例分别占全国非流行区总病例数的

28.28%、11.07%和7.38%。在黑龙江省、河北省和辽宁省也

有较多的病例报道,其中 Kui等[15-17]报道在2004-2013年间黑

龙江省发现并治疗了183例CE病例,河北省于1999-2008年

间也有收治肾棘球蚴病患者的报道,不排除以上地区存在流行

区的可能。田添等[18]对我国2008-2016年棘球蚴病死亡病例

的研究表明,黑龙江省棘球蚴病的死亡病例数(26例)比部分流

行省份如甘肃省(15例)及内蒙古自治区(9例)更多,提示应引

起相关卫生部门的重视,加强控制棘球蚴病死亡病例的发生,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死亡病例发生的原因,同时控制疫情的

发生。

非流行区的病例与皮毛加工、病畜宰杀以及前往流行区务

工及旅游等有关[3]。因此建议非流行地区加强对病畜病变脏

器的正确处理,在进行皮毛加工时做好防护,降低终宿主感染

风险;对前往流行区进行短期务工的人员进行健康教育,降低

人群感染风险;对发现的病例开展个案调查,了解病例发生的

原因及发生本地传播的可能,为限制棘球蚴病的传播扩散提供

支持;加强对报告病例较多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诊断能力的培

训。此外,在开展棘球蚴病防治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控制病畜的

输出[19]。

3 各流行区棘球绦虫不同种株分型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我国对人致病的棘球绦虫有细粒棘球绦虫与多房棘球

绦虫,分别导致了囊型棘球蚴病(CE)和泡型棘球蚴病(AE)[3]。

2012-2016年全国棘球蚴病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发现,AE与CE
以混合流行的形式分布于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然而,除既往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的AE流行区外,大兴安岭的东西两侧及其周

边区域、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中西部、黑龙江省的山

区及陕西省的秦岭地区也发现有啮齿类动物(布氏田鼠、沙鼠

等)多 房 棘 球 蚴 感 染 或 人 患 病 的 报 道[20-23]。其 中,唐 崇 惕

等[20,24-25]对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北麓草原地区开展的多次

野外调查与人工感染试验结果发现,呼伦贝草原地区存在西伯

利亚棘球绦虫、欧洲的多房棘球绦虫以及苏俄棘球绦虫(既往

被认为是多房棘球绦虫的3个亚种)的动物感染病例,且常混

合流行于同一终末宿主沙狐体内,布氏田鼠为其传播的重要媒

介。

细粒棘球绦虫在国外已有约10个种株分型(包含羊、马、

牛、骆驼等5个有效物种)的报道[6];而在国内,黑龙江省已发

现人源性羊株(G1)、猪株(G7)和麋鹿株(G10)基因型[26-28],四
川省有人源性 G1、水牛株(G3)及骆驼株(G6)基 因 型 的 分

布[28],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有 G1、G3、G6及 G7基因型的分

布[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G1、G3与G6基因型的分布[29-3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贵州省等地有G5基因型的报道[31-32],其他

省份则以G1基因型为主[29]。我国地域分布广阔,棘球蚴病种

株分型的具体分布、其感染宿主的种类、致病和传播的特点等

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CE的传播主要以犬-家养有蹄动物形成的家养循环为主,

而AE的传播则主要在以啮齿目和兔形目动物为中间宿主,犬
科动物为终末宿主的野生循环中发生[33]。鉴于目前我国针对

棘球绦虫野生循环的研究与控制措施有限,建议未来在完善传

染源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监测并明确不同棘球绦虫种株在我

国的分布情况、根据不同种株在传播与防控上的特点采取针对



性的措施,如在AE流行地区加强对啮齿目和兔形目动物的多

房棘球蚴感染监测,并控制啮齿目和兔形目动物在定居点周边

区域的密度等[7,33-34]。

4 展望

我国棘球蚴病防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但在防治过程中也发现了野外传染源的控制不足、非流行

区陆续出现病例以及各流行区存在有不同种株分型、其流行区

域分布和致病特点有待进一步明确等问题。此外,虽然近年来

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条件已有一定改善,但仍存

在待遇薪酬低、防控人员流动性大从而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且工作积极性较差等问题[35]。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棘球

蚴病的地区分布与流行风险,完善棘球蚴病终末宿主的控制措

施,加强野外传染源的控制,探索并推广优秀的防治模式,并改

善我国西部地区棘球蚴病的防疫条件与资源,从而更加有效地

落实防控措施,以推动我国棘球蚴病的防控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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