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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病是一类营寄生生活的低等动物寄

生并伤害人体所引起的疾病
,

也是一种常见
、

多发

的疾病
,

由于这类疾病分布很广
、

危害很大
,

像疟

疾
、

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一样是全球性防治的重点

疾病
.

我国在防治 日本血吸虫病
、

丝虫病
、

疟疾和

黑热病等寄生虫病方面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
,

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

寄生虫病的种类繁多
,

各地

经济
、

文化的发展水平及生活习惯等不同
,

某些地

方尤其是边远或农村地区
,

寄生虫病仍然严重地危

害人民健康
.

俗称
“

第二癌症
”

的包虫病 尚未控

制 ; 可使人致 残
、

致贫甚至致死 的囊虫病亦在 流

行 ; 影响胎儿发育或使其致残
、

致死的弓形虫病时

有所见而且分布分散
.

我国 究竟有多少种寄生虫

病
、

流行分布
、

流行强度以及危害程度等
,

过去缺

少系统调查资料
,

不能为全面制订防治对策以及经

济规划提供 科学 依据
.

21 世 纪 中国经济将飞跃发

展
,

中西部地区将大规模开发
,

我国急需保护人群

身体健康防治寄生虫病的科学资料
.

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
,

《中国人体寄生虫分布与危害 》 (简称《分布

与危害》 )受到有关领导机构的重视
,

得到有关部门

的支持
,

加上作者和专家们的努力
,

这部具有历史

意义的巨著出版 了
,

这是生物医学领域中十分值得

庆幸的一件大事
.

《分布与危害》一书共分 5 大部分
.

第 1部分是人体寄生虫感染的地区分布
,

这是指

导实际工作最有价值
、

学术上最精彩的部分
,

也是付

出巨大辛勤劳动而取得大量科学数据的综述
.

在抽样

调查方法上
,

改进了国外沿用模式
,

创新地采用
“

三

级分层抽样法
” ,

按地貌特点
、

经济 (卫生
、

文化 )状

况与人 口比例
,

进行随机抽样
.

它保证了调查结果的

代表性即反映客观实际的真实性
.

该书共记述了分布

于全 国县 (市 )总数 13/ 左右的 7 26 个 抽样 中签县

(市 )
,

2 5 4 5 个调查点
,

14 7 7 74 2 人的调查结果
,

取得

了九千多万个数据
.

按当时全国人 口算
,

抽样受检率

高达 1
.

18 隔
.

这就表明所得资料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

即反映实际 的可信性
.

在调查工作中
,

经过 人员培

训
,

统一方法
、

标准
,

提高数理统计学水平
,

保证了

数据的可比性和真实性
.

作者在上述调查所发 现的 60 种人体寄生虫 的

基础上
,

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
,

增补了种类
,

认为

我国寄生人体内的原虫
、

蠕虫和其他低等动物 已达

2 2 9 种
,

其中原虫 41 种
,

蠕虫 11 5 种 (包括吸虫 47

种
,

绦虫 16 种
,

线虫 35 种
,

铁线虫 6 种以及棘头

虫 3 种等 )
,

这是我国首次较完整的重要报道
.

根

据 调 查
,

全 国 寄 生 虫 总 感 染 率 为 ( 62
.

632 士

0
.

3 3 9) %
,

估计当时全 国寄生虫感染人数有 7
.

0 8

亿
.

说明我国寄生虫种类 之多
、

人体感染率之高
、

分布地区之广都是令人十分吃惊的
.

以蛔虫感染率

为例
,

我国蛔 虫感染率是 全球平均感染率的 1
.

7

倍
,

是非洲感染率的 1
.

5 倍
.

这些资料说明寄生虫

病防治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同时为我 国政

府及人民群众制订和执行 防治寄生虫病规划
,

提供

了科学依据
.

该书记载 了我国寄生虫感染高发的史

料
,

它唤起人们对寄生虫病的重视及 防治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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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

(分布与危害》的第 2 部分是人体寄生虫感染的

地理分布特点和规律
,

内容丰富
,

分析系统
,

所得

结果学术价值很高
.

按照我国 6 个地 理大 区
、

8 个

自然
、

人文区域及各个气温带
、

干湿区
、

农牧气候

区和不同地势区域
,

分析寄生虫病的感染情况
.

以

充分的数据说明自然
、

人文因素为引起寄生虫病流

行的主要原因
.

西南地 区 (川
、

黔
、

滇
、

藏 )感染率

最高 (8 0
.

281 % ) ; 东北地区气候寒冷
,

土源性线虫

感染率虽较低
,

但带绦虫类感染率仍较高 ; 包虫
、

绦囊虫病以及肠原虫类感染
,

则 以青藏高原
、

新疆

及西南地区为最流行
.

由于该书所述 的分布特点和

流行规律
,

均来自我国实际调查资料
,

它提高 了我

国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的基础理论水平
.

第 3 部分论述寄生虫感染的人群分布
,

具有许

多新的特色
,

不仅学术上有较高的价值
,

而且有指

导实际工作的意 义
.

例如
,

寄生虫感染以 5 一 9 岁

年龄 组 人群 为最高 ( 73
.

651 % )
,

10 一 14 岁次之

( 7 0
.

9 7 4 % )
,

15 一 1 9 岁又次之 ( 6 4
.

4 5 6 % )
,

2 5 岁

之后的感染率随年岁增长而呈下降趋势
.

可 见儿

童
、

青少年尤其是儿童是受害人数最多的人群
,

必

须加强防治和保护
,

否则影响下一代的成长
.

另外

也说明防治学上的重点人群与年龄有关
,

在寄生虫

病防治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
.

就感染 的性别而言
,

过去许多报道认为为男性感染率高于女性
,

这次以

大量数据获得 正确认识
,

即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
.

我国有 5 6 个民族
,

经过调查的 37 个 民族中
,

有 25

个民族的寄生虫总感染率超过全国平均 (加权 )总感

染率
,

其中有 18 个 民族 总感染率在 80 % 以上
,

尤

其是少数民族 中带绦 虫感染率特别高
,

危害也较

大
.

作者用大量数据
,

对寄生虫感染的家庭聚集性

问题
,

作了精辟的论述
,

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

第 4 部分是人体寄生虫病感染和社会经济因

素
、

自然因素的关系
.

作者引用社会经济因素
、

社

会发展水平 (社会结构
、

人 口素质
、

生活质量 )
、

人

口密度
、

人群教育程度
、

饮食习惯等的量化指 标
,

在全国大范围内进行 了调查
,

用多学科相关分析方

法
,

将上 述调查 结果结合气候
、

海拔
、

水源
、

日

照
、

土壤等自然因素
,

剖析 了与人体感染寄生虫的

关系
.

这种系统性分析在人体寄生虫学科中是一项

创新
.

尤其在肠道 线虫病和原 虫病的流行 因素方

面
,

作者采 用回归分析
、

OL ig ist
C
分析法

,

选择出

我国寄生虫高感染的主要因素
,

得出蛔虫
、

鞭虫及

钩虫感染率多元回归方程
.

用数量指标来表达人体

寄生虫感染与社会
、

自然因素的关系
,

在流行病学

的基础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
.

第 5 部分为寄生虫病的危害
.

它充分揭示了寄

生虫侵袭人体特性
、

引起人体 出现病理变化的机理

和临床表现等的危害
.

作者综述 了约两千多篇文献

资料
,

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

内涵十分丰富
.

着

重体征
、

症状
、

病理
、

诊断以及预后的表达
,

同时

又按疾病及病源的两个分类系统分别编述
,

它便于

临床及预防医务人员阅读
,

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该

书刊印 50 0 多幅 照 片
、

图版
,

包括 B 超
、

X 线
、

C T
、

M IR
、

内窥镜摄像
、

眼底病变以及病人体征等

图像
,

大部份是有科学价值或稀有罕见的珍品
.

例

如
,

目前许多人还不太熟悉的 弓形虫病
,

它可母婴

(胎 )传染
,

胎儿受损
,

该书中有 16 张照片
,

显示

弓形虫引起的畸形儿
、

无脑儿
、

脊柱裂畸儿
、

内脏

外翻儿
、

脑 积水 畸形 儿
、

小头儿
、

脑瘫儿
、

弱智

儿
、

斜视儿
、

痴呆儿 以及视网膜变性的眼底照 片

等
.

蛔虫病很多人都熟悉
,

但胆道蛔虫症
、

脑蛔虫

症
、

肝蛔虫症
、

气管蛔虫症
、

皮肤蛔虫症
、

脾蛔虫

症
、

心肺及动脉蛔虫梗阻或引发脓疡及肉芽肿等却

鲜为人知
.

血吸虫病
、

疟疾
、

黑热病以及丝虫病 的

照片
,

尤其是晚期病人的照片
,

现在很少见到
,

但

仍有病人存在
.

囊虫病
、

包 虫病中
,

虫体对人体

脑
、

肝
、

心
、

肺
、

肾等器官损害
,

通过 C T
,

M IR
,

X 线等图像
,

加深了对该病的认识
.

囊虫病
、

包虫

病流行在我国中西部等地
,

现在正值西部大开发时

期
,

务必 加强 防治工作
,

否则这些病容易扩散开

来
.

《分布与危害》包括 了台湾省以及香港
、

澳门两

个特区的有关寄生虫分布等的资料
.

因此可以说
,

这部著作的内涵是全 国性最全面的资料
.

综上所述
,

《分布与危害》是一部信息量大
、

内涵

丰富
、

思路广阔
、

观点新颖
、

论述精湛
、

图文并茂
、

印刷精美
、

具有中国特色的巨著
.

它重视各地区各民

族特点
,

照顾到临床
、

预防医务人员特点
.

以大规模

调查资料为基本内容
,

汇集了历史文献的精华
,

融合

成册
,

有利应用
.

特别是编著者在引用调查所得的大

量数据的基础上
,

运用现代多学科
、

多方面的科学方

法提炼其精华
,

得出了新的科学规律
.

我认为这部著

作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
.

因此
,

这部著作的出版问

世
,

对 21 世纪防治寄生虫病的发展
,

必将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