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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虫学（human parasitology）是研究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寄生

虫的形态结构、生活活动和生存繁殖规律，阐明寄生虫与人

体及外界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

的一门基础学科。人体寄生虫学由医学原虫学（medical

protozoology）、医学蠕虫学（medical helminthology）和医学

节肢动物学（medical arthropodology）三部分内容组成。学习

本学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或消灭病原寄生虫所致人体寄生虫

病，以及防制与疾病有关的医学节肢动物，保障人类健康。 

第一章 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性 寄生虫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包

括其作为病原引起寄生虫病及作为疾病的传播媒介两方面。

寄生虫病对人体健康和畜牧家禽业生产的危害均十分严重。

在占世界总人口 77%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在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寄生虫病依然广泛流行、威胁着儿童和成人的健康

甚至生命。寄生虫病的危害仍是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倡议的热

带病特别规划要求防治的6类主要热带病中，除麻风病外，其

余5类都是寄生虫病，即疟疾（malaria）、血吸虫病

（shistosomaiasis）、丝虫病（filariasis）、利什曼病

（leishmaniasis）和锥虫病（trypanosomiasis）。按蚊传播的疟

疾是热带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寄生虫病。据估计约有21亿人生

活在疟疾流行地区，每年有1亿临床病例，约有100万200万的

死亡人数。目前尚有3亿多人生活在未有任何特殊抗疟措施的



非保护区，非洲大部分地区为非保护区。为此，仅在非洲每

年至少有100万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伴有营养不良和其它健康

问题的疟疾。 血吸虫病流行于76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亿血

吸虫病人，5亿6亿人受感染的威胁。蚊虫传播的淋巴丝虫病

，有2.5亿人受感染，其中班氏丝虫病是全球性的，居住在受

威胁地区的居民约有9亿余，在东南亚、非洲、美洲和太平洋

岛国的大部分热带国家尤为严重。蚋传播的盘尾丝虫引起皮

肤丝虫病和河盲症，估计全世界有1760万病人，广泛分布在

非洲、拉丁美洲，在严重地区失明的患者达15％。白蛉传播

的利什曼病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呈世界性分布，每年

新感染的患者大约有40万人，该病在东非正在扩散。锥虫病

，其中非洲锥虫病（睡眠病）受感染威胁的人数约4500万；

美洲锥虫病（恰加斯病）在南美受染人数至少达1000万人。 

此外，肠道原虫和蠕虫感染（intestinal protozoal and helminthic

infections）也在威胁人类健康，其重要种类，有全球性的阿

米巴病、蓝氏贾第鞭毛虫病、蛔虫病、鞭虫病、钩虫病、蛲

虫病等，还有一些地方性肠道蠕虫病，如猪带绦虫、牛带绦

虫等。Peters（1989）估计全世界蛔虫、鞭虫、钩虫、蛲虫感

染人数分别为12.83亿、8.7亿、7.16亿和3.60亿。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特别是农业区，以污水灌溉，施用新鲜粪便，

有利于肠道寄生虫病的传播；在营养不良的居民中，肠道寄

生虫病更加严重影响其健康。在不发达地区，尤其农村的贫

苦人群中，多种寄生虫混合感染也是常见的。肠道寄生虫病

的发病率已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指标

。有人称寄生虫病是“乡村病”、“贫穷病”，它与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落后互为因果。因此寄生虫病是阻碍第三世界国



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济发达国家，寄生虫病也是公

共卫生的重要问题。如阴道毛滴虫的感染人数估计美国有250

万、英国100万；蓝氏贾第鞭毛虫的感染在前苏联特别严重，

美国也几乎接近流行。许多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给经济发达地

区的畜牧业造成很大损失，也危害人群的健康。此外，一些

本来不被重视的寄生虫病，如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隐

孢子病（cryptosporidiasis）、肺孢子虫病（pneumocystiasis）

等与艾滋病有关的原虫病，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

、荷兰、英国、法国与美国等开始出现流行现象。 当前寄生

虫对人类危害的严重性还表现在已经出现恶性疟抗药株，媒

介昆虫抗药性的复杂问题。因此，随着寄生虫病的化学防治

及媒介昆虫化学的防制将会出现更多的新问题；人类活动范

围扩大，不可避免地将许多本来和人类没有关系或极少接触

的寄生虫从自然界带到居民区而进入人群，造成新的公共卫

生问题；人类交往越来越频繁，本来在别国危害性很大的寄

生虫病或媒介节肢动物可输入本国，并在一定条件下传播流

行；现代工农业建设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生态环境平衡

的破坏，也可能引起某些寄生虫病的流行；近代一些医疗措

施、如长期用免疫抑制剂、可造成人体医源性免疫受损，使

机会致病性寄生虫异常增殖和致病力增强，这些寄生虫正以

新的形式威胁着人类。 我国幅员辽阔、地跨寒、温、热三带

，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习惯复杂多样，加

以建国前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我国成为

寄生虫病严重流行国家之一，特别在广大农村，寄生虫病一

直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有的流行猖獗，如疟疾、血

吸虫病、丝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曾经夺去成千上万人的



生命，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曾被称为“五大寄生

虫病”。在寄生虫感染者中，混合感染普遍，尤其在农村同

时感染2.3种寄生虫者很常见，最多者一人感染9种寄生虫，有

的5岁以下儿童感染寄生虫多达6种。此外，流行相当广泛的

原虫病有：贾第虫病、阴道滴虫病、阿米巴病；蠕虫病有：

旋毛虫病、华支睾吸虫病、并殖吸虫病、包虫病、带绦虫病

和囊虫病等。近年机会致病性寄生虫病、如隐孢子虫病、弓

形虫病、粪类圆线虫病的病例亦时有报告，且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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