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探索防治日本血吸虫病新的技术，减少和消

灭钉螺，阻断中间宿主对病源的传播，我们于!""#$
!"""年选择钉螺密度较高的佑君、裕隆、小庙三乡镇

开发鱼塘养殖鱼、鸭，利用鱼、鸭食螺习性灭螺，减

少钉螺的孳生繁殖进而达到控制疫情进行了试点

示范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 试点示范乡镇概况

佑君、裕隆、小庙三乡镇地处安宁河流域，瞎%#
个行政村，&’((万人，种植业以水稻为主，辖区内沟

渠纵横，低洼潮湿河滩地多，水草、螺类十分丰富，

适宜钉螺孳生繁衍，也是建塘放养鱼鸭的理想地，

试点前的!""&年三乡镇钉螺面积达!&#’%万)%，耕牛

血吸虫病感染率为%*’++,，人群感染率为(’(,。

% 研究内容和方法

%’! 螺情调查 每年#月在试点区内机械等距离抽

样查螺，并对查出螺全部压片、镜检，计数活螺数，

钉螺密度，阳性率等。

%’% 耕牛血吸虫病感染调查 从!""&$!"""年每年

(月对三乡镇所有耕牛采用棉析法一粪三检，比较感

染率的涨消。

%’- 人群血吸虫病感染调查 从西昌市血吸虫病

防治站查阅档案资料，了解人群血吸虫病感染变化。

%’& 开发鱼塘，并在鱼塘内和沟渠河滩及稻田内放

养鱼、鸭

%’# 推广试点成果

- 结果

-’! 鱼、鸭发展放养情况 五年共试点和面上推广

开发鱼塘!-%**亩，并在鱼塘内放养鱼!-+’%万公斤，

鸭"&’(万羽，在稻田和沟渠、河滩放养鸭!*.’+万羽。

-’% 试区内螺情、耕牛和人群感染率的变化 钉螺

感染率、感染密度明显下降，有螺面积减少，耕牛和

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也明显下降，详见下表：

-’- 社会与经济效益分析 开展养殖灭螺防治血

吸虫病试点示范技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效显著，螺情

和疫情均明显下降，有效控制了疫情，还保护了生态

环境；同时加快了养殖业的发展，节约了防治经费和

生产投入，获直接经济效益!%+%万元，年平均%#*余

万元。

& 小结

&’! 在血吸虫病重流行区，开发鱼塘和在河滩沟渠

放养鱼鸭、稻田养鱼灭螺是防治血吸虫病的一项很

好的生物防治技术，试区通过五年的实践取得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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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养殖鱼、鸭生物灭螺防治日本血吸虫病技术，在全市选点示范扩建鱼塘和沟渠稻田放养鱼，鸭采食钉

螺进行生物灭螺防治血吸虫病，通过五年的示范研究和推广，使疫情得到显著控制，钉螺感染率和感染钉螺密度分

别下降(!’.&,，.*’**,，耕牛和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分别下降(-’-+,，&.’*#,，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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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得到显著控制的成效。

IDR 利用放养鱼鸭采食钉螺，既能有效防治血吸虫

病，又大力发展了生产，增加疫区农民收入，减少支

出，一举多得。

佑君、裕隆、小庙试区螺情、耕牛及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变化表

项 目 :YYI年 :YY;年 :YY9年 :YYG年 :YYH年 :YYY年 :YYY年比:YYI
年下降率（J）

钉螺感染率（J） <Z<IR: <Z<R<9 9:ZI;9

感染钉螺密度（只 [ <Z::+R） <Z<<IGK <Z<<<:9K ;GZ99G

钉螺面积（+R） :I;R:RR :R;<K<R R;ZGGG

耕牛感染率（J） R<Z99 ::ZYY YZR: GZI; 9Z<I ;Z<K GIZK:;

人群感染率（J） GZG ;Z9 ;Z9; HZ; ;ZRG IZG9 R9ZR99

病牛逐年减少（只） RH; I<I I;K I9Y ;KY R:;<（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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