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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345.htm （国发［１９９７］

２５号 １９９７年７月９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计委、卫生部《全国

综合治理血吸虫病“九五”计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全国总体规划和各地实际情况

，制定当地的规划和实施方案，要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纳入

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切实

保证规划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 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

九五”计划 （国家计委 卫生部 一九九七年五月） 党和政府

一贯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１９９１年国务院下发了《全

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规划》。经过５年的努力，全

国慢性血吸虫病人数下降了４３．２％，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下降了２０．９％，病牛数下降了４６．４％，急性血吸虫

病年均发病人数比“七五”期间下降了６６．７％；在３９

１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中，已有２２２个县（市、

区）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５６个县（市、区）达到基本

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规划的

目标基本实现。 截止“八五”期末，全国仍有１１３个县（

市、区）尚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尚有钉螺面积约３４亿平

方米，血吸虫病人约１００万人，晚期血吸虫病人约３．６

万人。尚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大都是防治难度很大的

湖区和大山区，同时，由于钉螺面积分布广泛，长江水位难



以控制，流行因素复杂，疫情回升的潜在危险依然存在，防

治任务仍很艰巨。 为巩固“八五”期间所取得的血防成果，

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决定》（国

发［１９９０］１８号），实现控制和最终消灭血吸虫病的

目标，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艰巨

、长期的任务，不能把“八五”期间疫情的缓解视为“九五

”期间防治任务的减轻，“九五”期间还要坚持不懈、积极

主动地开展防治工作。 开展防治工作，要坚持“综合治理、

科学防治”的方针，针对不同疫区类型，采取不同防治策略

。重点抓湖区５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省）和

大山区（四川、云南省）的治理工作，以推动其他疫区的治

理工作。力求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防治效果。 在工作

中，既要强调宏观调控，也要强调分级管理，力争把计划的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注重防治质量和防治效果，在保证

防治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

目标 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００年，在血吸虫病疫情较大幅度

下降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基本控制血吸虫病。 具体要求是： 

（一）缩小流行范围。在３９１年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

）中，要有２９９个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已

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２２２个县（市》、区），要进一

步巩固血防成果；已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５６个县

（市、区）中，要有１７个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尚未控

制血吸虫病流行的１１３个县（市、区）中，要２１个达到

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二）降低发病率及病人（牛）数

。居民感染率和耕牛感染率分别在“八五”期末的基础上下

降３０％；急性血吸虫病平均发病人数控制在１０００例以



内，除湖区５省外，不发生或极少发生急性感染；慢性血吸

虫病病人数较“八五”期末下降３０％，晚期血吸虫病病人

数下降３０％，病牛数下降３０％。 （三）消灭易感地带钉

螺。在尚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区），应尽力压缩

钉螺面积；在灭螺难度很大、暂不能压缩钉螺面积的江湖洲

滩及大山区、要消灭易感地带钉螺，力求达到生产作业区和

生活区无钉螺，使原有的大部分易感地带阳性钉螺密度下降

５０％。 三、策略 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

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疫区，采取不

同防治策略，以疫情严重的江湖洲滩地区及大山区为重点，

紧密结合农业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和农田水利建设进行综合

治理。 在尚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原则上采用人畜同

步化疗、易感地带灭螺、人畜粪便管理和健康教育为主的防

治策略；在已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地区，应加强螺

、病情的监测，采取以环境改造为主的方法消灭残存钉螺并

加紧治疗现症病人、病畜，以尽快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在已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地区，应按巩固监测方案进行

螺情和病情监测，要特别注意对外来传染源和新感染的监测

，同时对可疑的非疫区进行监测，一旦发现疫情应及时扑灭

，巩固防治成果。 四、任务 （一）查治血吸虫病人（畜）：

人群查病３１５３万人次，检查家畜（以耕牛为重点）１２

４万头次；共治疗慢性血吸虫病人和扩大化疗８１５万人次

，治疗全部急性血吸虫病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人５万人次

；治疗病牛和扩大化疗９０万头次。 （二）消灭易感地带钉

螺：灭螺２３０７３６万平方米，其中环境改造灭螺８６０

７１万平方米，药物灭螺１４４６６５万平方米。 （三）改



水改厕：重点加强疫区的人畜粪便管理工作。疫区各级爱卫

会要努力完成我国政府承诺的“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初级卫

生保健”规定的有关指标。 （四）疫情监测：在尚未控制血

吸虫病流行的地区设立的监测点继续进行疾病监测；在已达

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地区，要坚持每年一次的螺情、

病情调查，建立系统、完整的螺情、病情图帐；在已达到消

灭血吸虫病标准的地区，要按监测方案，做好螺情、病情监

测和巩固工作，严防疫情回升。 （五）抓好试点工作：继续

抓好国务院确定的３个大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试点（湖北省

孝感市、湖南省常德市、江西省南昌市）工作，加快步伐，

认真总结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新经验，以点带面，进一步

提高各疫区血防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和管理。卫生部门、农业部、水利部和林业

部等部门要加强对全国血防工作的领导，通过每年一次的“

春查秋会”对“九五”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疫区

各级血吸虫病防治领导机构要统一部署，协调解决有关综合

治理的重大问题，研究制定有关血防政策。疫区各级人民政

府、各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把血防工作作为关心人民疾苦

，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

规划，明确有关部门责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把防治血吸

虫病的工作落到实处。 （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

决定》，承担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根据本计划精神，制定本

部门计划并具体抓好计划任务的落实，督促检查计划的实施

，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卫生部门要当好参谋协助政府组织

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血防工作，抓好疫区居民的血吸虫病



查治和健康教育等工作。农业部门要在抓好家畜（以耕牛为

主）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同时，将灭螺工作与发展高产、优

质、高效农业结合起来，同改造低产田、发展渔业和养殖业

及农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沼气建设与消灭传染源结

合起来，以取得一举数得的效果。水利部门要与卫生部门配

合，把流行区的水利工程与灭螺工作结合起来，并对有利于

灭螺的工程予以优先安排和支持，以推动血防工作的深入发

展。林业部门要与卫生部门配合，继续组织疫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广泛开展“兴林抑螺”。全国爱卫会要制定“

九五”期间疫区粪管、水管规划，积极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血

防工作。 （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起来同血吸虫病作

斗争。疫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倡导群众自愿为血防工作出资、

出工，同时动员城乡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援血防工作，做

到群策群力，齐送瘟神。 （四）加强宣传教育。卫生部门要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血吸虫病流行区９０％６岁以上的居

民接受血吸虫病基本知识教育，做到血防知识在疫区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使居民不断增强血防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五）加强专业培训。卫生、农业部门要分层次、多途径、

多形式培训人畜血防专业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上海医

科大学等有关医学院校要继续开办血防大专班和进修班，为

血防专业队伍培养、输送后备力量。疫区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要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专业、

管理人员的培训。疫区各地要紧密结合防治工作实际，加强

各类人员的岗位培训。 要继续争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的支持，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血防专业管理人

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 （六）加强科学研究。国家计委、



国家科委及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要把重大血防

科研项目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和本部门科研

规划。积极组织多学科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关，开展血吸虫病

防治对策、血吸虫病免疫诊断、血吸虫病防治药物、杀螺药

物、血吸虫疫苗、三峡工程与血吸虫病流行关系以及农业开

发、畜禽结构调整与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等课题研究。争取尽

快推出一批重大科研成果，提高血防工作的科学水平。 （七

）落实防治资金，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血防“九五”计划

所需经费，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合理负担”的原则，主

要由地方负责，国家视血吸虫病疫情和财政情况，给予适当

补助。疫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血防经费给予保证，并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把商品粮基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扶贫和老

区建设等项目同血防工作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根据

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义务工和有偿服务

等，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血防事业。中央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

分工并根据本计划的任务和经费指标，保证资金及时到位。

世界银行血防贷款项目的节余资金主要用于“九五”计划所

需治疗药物、设备的购置以及加强血防专业机构的基本建设

、科研、环改工程等。 １．资金筹集。 “九五”计划血防共

需经费９０５２８．６７万元，主要通过地方筹集和中央补

助的方式解决。其中地方投入４８７９８．６７万元（地方

劳务投入８５６１．６７万元，地方政府筹集资金４０２３

７万元），占总经费的５３．９０％，中央补助１６０００

万元，占总经费的１７．６７％，世行贷款２５７３０万元

，占总经费的２８．４２％。 ２．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以下

各方面： （１）查、治病人、病畜（以耕牛为主），控制血



吸虫病传染源、减轻病情； （２）查、灭钉螺，控制中间宿

主，消灭垸内钉螺，处理易感地带； （３）宣传教育，增强

群众的血防意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４）疫情动态监测

，疾病监测，考核评估防治效果； （５）血防管理和专业人

员培训，血防专业机构必要的装备购置及基本建设； （６）

血防科研； （７）实施本计划的管理活动。 （八）加强对计

划实施和防治工作质量的管理。血吸虫病流行省（自治区、

直辖市）要根据全国血防“九五”计划精神，制定具体工作

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血（地）防领导机构负责

具体实施。每年要组织有血防专业人员参加的检查组，对疫

区各地（市）血防“九五”计划的实施情况和防治工作质量

以及监测点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和综合评估，确保规

划如期完成。受国务院委托，由卫生部门会同农业部、水利

部、林业部等部门，于每年春季对各疫区省（自治区、直辖

市）血防“九五”计划实施情况和防治工作质量进行检查督

导。 本计划实施范围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

四川、云南、浙江、广东、广西、上海、福建１２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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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