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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家畜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胡玉红 徐永冬 杨展志 张荣祥 徐光志
(西昌市动物防疫监督站 四川西昌 6 15 013)

摘 要
:
通过对西 昌市 家畜血吸 虫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

采集 14 728 头 家畜粪便一龚三检
,

牛
、

马
、

猪
、

犬
、

羊血吸 虫病

感染率分别为 1.2 gofo
、

.9 0%
、
.7 7%

、
.6 1%和 .2

%9
,

并对 家畜血吸 虫病主要临床表现
、

传播途径与人群的关 系等流行病 学特

点进行 了调查
,

摸清 了我市家畜血吸虫病流行规律
,

为有效防 治提供 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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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系血吸虫病重流行区
,

不仅在家畜 中广为

传播
,

而且严重威胁着人群安全
,

为掌握家畜血吸

虫病流行规律
,

开展科学有效的防治
,

我站从九十

年代以来分别对西昌市区内1 3个乡镇的家畜进行 了

家畜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

1 调查范围和方法
L l 调查范围

在西 昌市辖区的犯个血吸虫病的疫区乡镇
,

按

生物统计选点法选择 13 个乡镇为调查点
。

1
.

2 调查方法

采集家畜粪便粪孵一送三检
,

查阅有关技术资

料
,

走访座谈
、

临床观察等
。

1
.

3 调查家畜种类及数量

共查牛
、

马
、

猪
、

犬
、

羊共 14 7 28 头 (匹 )
,

其中耕牛

占7 .6 %0
。

调查数量详见表
。

2 调查结果
2

.

1 家畜血吸虫病历史流行情况

本病在我市属历史疫病
,

19 5 6年 12 月原西 昌专

区兽防队首次在我市川兴镇
,

采用粪便镜检
,

查出阳

性耕牛3头
,

1 9 57 年四川农学院
、

省畜科所
、

荣昌畜牧

学校会同西昌地
、

县畜牧卫生部门对家畜血吸虫病

进行了调查
,

并在县屠宰场解剖家畜6 61 头
,

首次检

出虫体
,

分类鉴定为 日本血吸虫
,

并发现感染血吸病

的耕牛体况大多消瘦
,

使役力降低甚至丧失
。

.2 2 本次调查情况

共采集家畜粪便 14
,

7 28 头份
,

其 中
:

牛 11
,

2 00 头

份
,

马 1
,

7 67 头份
,

羊 8 02 头份
,

猪 7 45 头份
,

犬 21 4头份

均采用粪孵法一送三检
,

检出阳性家畜 1
,

6 97 头份

(表 1 )
。

表 1 199 5一20 00 年西昌市家畜血吸虫病粪检统计情况表 单位
:
头

互
阳性数

粪检数 头数 阳性率

不同年龄组阳性数

6一 10 岁

阳性数

11 岁以上

阳性数

备 注

1 12X()

17 6 7

144 5

15 9

57

23

13

12
.

9%

9
,

《犯石

.7 7 %

2
.

9%

6
.

1 %

1一 5 岁

阳性数

11 9 4

1 1 6

20 9

4 3

5 7

23

214745402

马牛羊猪犬

3 讨论与分析
3

.

1 我市家畜血吸虫病的种类及分布区域

调查结果 表明我市家畜血 吸虫病病原体为 日

本血吸虫
,

主要分布在邓海四周和安宁河流域的 14

个乡镇
,

这些地区是我市今后血吸虫防治的重点疫

区
。

.3 2 血吸虫病防治重点

我市家畜血吸虫病在牛
、

马
、

猪
、

犬
、

羊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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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耕牛感染最为严重
,

感染率达

12
.

gokr
,

这与耕牛 的生活习性有关
,

特别是常在低洼

潮湿地方放牧
,

河沟中饮水
,

接触疫水增加了感染

机会
,

因而耕牛是家畜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点
。

.3 3 不同年龄段的感染差异

在家畜中不同年龄者感染率有较大差异
,

详见

表
。

如大兴
、

川兴调查点查出18 头阳性牛中1一 5岁占

13头
,

10岁以上仅 1头
。

临床观察表 明耕牛症状 比其它畜种 明显
,

幼龄

和年青牛只比老龄牛明显
,

外地购进牛只感染后症

状 比本地牛只感染后症状严重
,

因此应加强调人畜

种的检疫工作
。

.3 4 传播途径及流行特点

据调查
,

我市人与家畜均是因接触疫水而经皮

肤感染
,

当人和畜犁 田
、

插秧和收割时与疫水接触而

感染
,

所以西昌市人畜感染高峰多在每年 4一 6月和

8一 10月
。

.3 5 人畜同步防治血吸虫病

调查表明
,

家畜血吸虫病感染率高的地方
,

人的

感染率也高
,

反之亦然
。

如我市川兴镇有的村组人感

染率达 68 %
,

而耕牛感染率也高达 42 %
。

这就提示血

防工作必须人畜同步
,

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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