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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16138.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血

吸虫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的通知（卫疾控发〔2006〕439号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广东、广

西、上海、重庆、福建、浙江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规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血吸虫病预防控制工作，推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程

，经反复论证并征求各地意见，我部组织编写了《血吸虫病

预防控制工作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在

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给我部。 二○○六年十

一月一日血吸虫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目 录 第一章 机构、人员

、职责 第二章 钉螺调查 第三章 钉螺控制 第四章 人群病情调

查 第五章 人群化疗 第六章 晚期病人调查与救治 第七章 家畜

查治和管理 第八章 健康教育 第九章 危险因素的控制 第十章 

疫情监测 第十一章 突发疫情应急处理 第十二章 信息管理 第

十三章 督导与考核 第十四章 附录 一．钉螺调查技术规范 二

．药物灭螺技术规范 三．血吸虫病查病技术规范 四．血吸虫

病人群化疗技术规范 五．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外科治疗救助项

目技术方案（试行） 六．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内科治疗救助项

目技术方案（试行） 七．家畜血吸虫病查治技术规范 八．血

吸虫病流行地区农村改厕技术规范（试行） 九．全国血吸虫

病监测方案（试行） 十．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第

一章 机构、人员、职责 1 机构 1.1 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中设立从事血吸虫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专业机构（以下简称国



家级机构）。 1.2 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省、设区的市、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中设立从事血吸虫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专业机构

（以下简称省级、市级、县级机构）。 1.3 血吸虫病防治地区

乡（镇、街道）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承担血吸虫病预防控制

任务的防治科（组），或由县级机构派出防治工作组（以下

简称乡镇级机构）。 2 人员 2.1 各级机构根据其职责和防治任

务，合理配置相应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2.2 血吸虫病防治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所从事专业的资格，或经过县级以上

（含县级，下同）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相关防治技术专业培

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 职责 3.1 国家级机构 3.1.1 对血

吸虫病发生、分布、流行的规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监测与

研究，为拟订血吸虫病预防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和防治计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3.1.2 在卫生部

的领导下，起草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和重点项目计划。 3.1.3 拟

订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方案，并对方案的实施进行技术指导、

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估。 3.1.4 建立并完善血吸虫病监测系统，

并组织实施。 3.1.5 开展血吸虫病防制策略、控制措施的研究

，推广科技成果及新技术、新方法。 3.1.6 指导和参与血吸虫

病突发或灾害性疫情的应急处理。 3.1.7 编写、制作健康教育

材料，指导开展血吸虫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3.1.8 组织编

写培训教材，培训省级专业技术骨干。 3.1.9 负责全国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信息的收集、汇总和分析。 3.1.10 承担跨省、跨

区域的大型建设项目的血吸虫病卫生学评价。 3.1.11 为血吸

虫病联防联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1.12 组织、开展血吸虫

病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外信息交流。 3.1.13 向社会提供血

吸虫病的病原与中间宿主鉴定、预防保健、健康咨询等专业



技术服务。 3.1.14 完成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3.2 省级机构 3.2.1 根据国家防治计划，结合本省实际，协助卫

生主管部门起草省级血吸虫病防治规划。 3.2.2 根据本省防治

目标，协助卫生主管部门拟订省级年度防治任务和计划，提

出经费、药品、设备、器材的采购和分配意见。 3.2.3 制（修

）订省级防治策略、各项防治技术方案和管理办法（制度）

，制定专题调研、督导和专项工作计划、方案。 3.2.4 开展血

吸虫病防制策略、控制措施的研究，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及新

技术、新方法，总结、推广防治工作经验。 3.2.5 制定省级疫

情监测方案和监测工作计划，组织、指导疫情监测工作，分

析监测结果，掌握疫情动态。 3.2.6 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建立

和完善省级血吸虫病防治信息数据库，及时审核、汇总、分

析、报送各类报表和资料。 3.2.7 参与、指导对血吸虫病突发

疫情的调查、处理和评估。 3.2.8 为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

血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2.9 承担省内相关工程建设项目的

血吸虫病卫生学评价。 3.2.10 制定培训计划，编写培训教材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组织专业技术和技能考核。 3.2.11 制

定血吸虫病健康教育计划，编写、制作健康教育材料，指导

、开展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与效果评估。 3.2.12 负

责对下级机构的防治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 3.2.13 

参与、指导血吸虫病联防联控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 3.2.14

向社会提供血吸虫病的病原与中间宿主鉴定、预防保健、健

康咨询等专业技术服务。 3.2.15 协助省级卫生主管部门，对

新达到疫情控制、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的流行县进行技

术考核。 3.2.16 承办上级机构和省级卫生主管部门交办的其

他工作。 3.3 市级机构 3.3.1 协助市级卫生主管部门制订防治



计划并指导县级制订防治计划。 3.3.2 审核县级流行乡镇、流

行行政村（以下简称流行村）的疫情分类及其变动情况。

3.3.3 调查本辖区内出现的新疫情、新疫点和疫情回升情况，

及时向省级报告，并参与、指导处理。 3.3.4 指导县级开展疫

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并实施质量控制。 3.3.5 指导、参与

本辖区内突发疫情的调查和处理。 3.3.6 协助市级卫生主管部

门，对新达到疫情控制、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的流行乡

镇进行技术考核。 3.3.7 指导县级机构开展业务技术培训，健

康教育、健康促进和效果评估。 3.3.8 参与、指导血吸虫病联

防联控工作。 3.3.9 及时审核、汇总、分析、报送各类报表和

资料。 3.3.10 承办上级机构和市级卫生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

工作。 3.4 县级机构 3.4.1 协助县级卫生主管部门拟订防治计

划。 3.4.2 组织、实施钉螺调查和药物灭螺。 3.4.3 组织、实施

人群病情调查和人群化疗、晚期血吸虫病人的调查和救治。

3.4.4 组织、实施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并进行效果

评估。 3.4.5 开展疫情监测。 3.4.6 开展急性血吸虫感染的预防

控制工作，及时调查、处理突发疫情。 3.4.7 根据疫情变化，

及时调整流行村的疫情分类。 3.4.8 开展对专业人员和参与血

防工作的非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3.4.9 收集、整理、汇总、

统计和保管血吸虫病防治信息资料，及时上报各类报表。

3.4.10 协助卫生主管部门，对新达到疫情控制、传播控制和传

播阻断标准的流行村进行技术考核。 3.4.11 协助农业、水利

、林业等部门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项目，并进行效果评估

。 3.4.12 根据血吸虫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承担相关工作任

务。 3.4.13 协助县级卫生主管部门，开展各项防治工作的督

导和考核。 3.4.14 承办上级机构和县级卫生主管部门交办的



其他工作。 3.5 乡镇级机构 3.5.1 按年度防治计划，实施钉螺

调查、药物灭螺、人群查病及化疗、血吸虫病健康教育等防

治措施。 3.5.2 检查、督促村民委员会维护警示标志；在易感

季节设立防护哨卡或劝阻站；协助调查接触疫水人群和急性

血吸虫感染病例；参与突发疫情的现场调查、处理。 3.5.3 组

织、指导非专业人员参与防治工作。 3.5.4 收集、整理各项防

治信息资料，按要求汇总上报。 3.5.5 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

作。 4 基本条件 根据各级机构的职责、任务，参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基本建设标准建设工作用房，安排人员和工作经费

，配置相应的仪器设备。第二章 钉螺调查 1 目的 掌握钉螺分

布范围和特点，了解钉螺和感染性钉螺的密度，为制定灭螺

计划、选择灭螺方法、考核灭螺效果提供依据。 2 制定计划

2.1 国家级机构审核省级机构上报的钉螺调查（以下简称查螺

）计划。 2.2 省级机构根据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查螺技术

方案，结合本省钉螺分布情况，制定查螺实施方案，并审核

、调整市级机构上报的查螺计划。 2.3 市级机构根据省级机构

制定的查螺实施方案，指导县级机构编制查螺计划，并审核

、汇总县级机构上报的查螺计划。 2.4 县级机构按照省级机构

制定的查螺实施方案，结合本地钉螺分布情况，以流行村为

单位编制查螺计划，并汇总上报市级机构。 3 组织实施 3.1 县

级机构根据查螺实施方案，组织、培训查螺人员，准备查螺

器材和查螺登记表（卡），指导、实施钉螺调查。 3.2 乡镇级

机构在县级机构的指导下，按查螺实施方案组织、实施钉螺

调查。 4 原则 4.1 湖沼地区的滩地，按自然或人工标记，将滩

地分成若干块，逐块调查。 4.2 垸内和水网地区，沿灌溉水系

，按干、支、斗、农、毛渠及田块的顺序进行调查。 4.3 山丘



地区，从源头到下游，从湿地到水凼，追查有螺水系的源头

和末尾。 4.5 与钉螺分布环境相毗邻的地区扩大范围调查。 5 

范围和频次 5.1 现有钉螺环境 易感环境，每年调查1次；其他

有螺环境，每年调查1/3面积。 5.2 可疑环境 与有螺水系相连

或与现有钉螺环境毗邻的环境，从有钉螺分布地区引进植物

、水生物的环境，以及洪水淹没区等可疑环境，每年调查1次

。 5.3 传播阻断地区 3年内查出钉螺的村，每年调查1次；3～9

年未查出钉螺的村，每3年调查1次；10～15年未查出钉螺的

村，每5年调查1次；15年以上未查出钉螺的村，原则上可不

再定期调查。 5.4 非疫区钉螺监测 在与有螺水系直接相通的

地区，从有钉螺分布地区引进植物、水生物的场所，以及停

靠来自有螺地区船泊的码头、船坞等可能有钉螺扩散的环境

，开展螺情监测调查。 6 方法 现有钉螺环境采用系统抽样法

调查；历史有螺环境和可疑环境采用环境抽样法调查，查获

钉螺后再采用系统抽样法调查。 具体方法见附录一：钉螺调

查技术规范。 7 质量控制 7.1 内容 每年春季组织查螺质量考

核，核实已查螺环境图帐、查螺登记表（卡）、查螺日志等

原始资料；对查螺员进行技能测试，开展钉螺解剖质量抽样

检测，进行重点环境现场抽查复核等。 7.2 方法 采用抽查和

现场复核的方法。 7.2.1 省级机构组织对每个市抽查1～2个县

，每个县抽查1～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2个流行村

，每个流行村现场抽查2个已查螺环境。 7.2.2 市级机构组织

对每个县抽查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2个流行村，每个

流行村现场抽查2个已查螺环境。 7.2.3 县级机构对每个乡（

镇）抽查2个流行村，每个流行村现场抽查2个已查螺环境。

7.2.4 乡镇级机构对每个已查螺环境进行考核验收。 8 统计指



标 8.1 活螺平均密度（只/0.1m2）＝捕获活螺数/调查框数。

8.2 活螺框出现率（％）＝（活螺框数/调查框数）×100。 8.3

钉螺感染率（％）＝（感染性钉螺数/解剖螺数）×100。 8.4 

感染性钉螺平均密度（只/0.1m2）＝感染性钉螺数/调查框数

。 钉螺面积和感染性钉螺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一：钉螺调查

技术规范。 9 资料收集 9.1 县级以上机构（含县级，下同）收

集查螺的统计资料和查螺数据库资料，并逐级审核上报。 9.2 

县级和（或）乡镇级机构收集每个环境查螺的原始记录、查

螺登记表、有螺环境登记卡、钉螺分布示意图、查螺的统计

分析结果。妥善保管原始资料，并逐级上报调查数据库资料

和工作报告。第三章 钉螺控制 1 药物灭螺 1.1 目的 1.1.1 降低

感染性钉螺密度或消除感染性钉螺，减轻或消除对人、畜的

危害。 1.1.2 实施反复药物灭螺，降低山丘、水网和垸内环境

的钉螺密度，压缩钉螺面积。 1.1.3 提高或巩固环境改造灭螺

的效果。 1.2 制定计划 1.2.1 国家级机构审核省级机构上报的

药物灭螺计划。 1.2.2 省级机构根据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

药物灭螺技术方案，结合本省钉螺分布情况和防治目标，制

定药物灭螺实施方案，审核、调整市级机构上报的药物灭螺

计划；提出灭螺药品的采购、分配计划建议。 1.2.3 市级机构

根据省级机构制定的药物灭螺实施方案，指导县级机构编制

药物灭螺计划，并审核、汇总县级机构上报的药物灭螺计划

。 1.2.4 县级机构按照省级机构制定的药物灭螺实施方案，结

合本地钉螺分布情况和防治目标，以流行村为单位按有螺环

境编制药物灭螺计划，并汇总上报市级机构。 1.3 组织实施 

县级和（或）乡镇级机构根据下达的药物灭螺计划，实施药

物灭螺。 1.3.1 组织、培训灭螺人员；准备药物灭螺药械和记



录药物灭螺的资料表（卡）。 1.3.2 在药物灭螺前，向乡镇政

府提供药物灭螺的地点、时间、药品种类、影响范围和注意

事项。 1.3.3 在乡镇政府公告药物灭螺7日后，按计划组织实

施，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1.3.4 药物灭螺后，以环境为单位填

写药物灭螺登记表（卡）。 1.4 原则 1.4.1 全面规划。根据钉

螺分布及环境特点进行全面规划，因地制宜、讲究实效，做

到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 1.4.2 先近后远。优先杀灭村

庄附近、人和家畜接触频繁的易感环境的钉螺。 1.4.3 先上游

后下游。沿水系和灌溉渠道，先上游、后下游，以防止钉螺

向下游地区扩散。 1.4.4 区域覆盖。按照钉螺分布单元，成片

覆盖有螺区域。 1.4.5 重点区域反复杀灭。感染性钉螺环境和

计划压缩钉螺面积的环境，反复实施药物灭螺。 1.4.6 安全用

药。制订和严格执行药品管理制度，准确掌握剂量和使用方

法，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污染养殖水域。 1.5 频次 1.5.1 湖沼

地区的易感环境，每年灭螺1～2次。 1.5.2 山丘地区和水网地

区的有螺环境，每年灭螺2～3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