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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8_99_AB_E5_c22_459123.htm 第八章 寄生虫病的流

行与防治 寄生虫病能在一个地区流行，该地区必须具备完成

寄生虫发育所需的各种条件，也就是存在寄生虫病的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基本环节。此外，尚受生物因素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当这三方面因素有利于寄生

虫病传播时，在此地区才可有相当数量的人获得感染，而引

起寄生虫病的流行。 一、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一）传

染源 人体寄生虫病的传染源是指有人体寄生虫寄生的人和动

物，包括病人、带虫者和储蓄宿主（家畜，家养动物及野生

动物）。作为传染源，其体内存在并可排出寄生虫生活史中

的某个发育阶段，且能在外界或另一宿主体内继续发育。例

如感染多种蠕虫的带虫者或患者从粪便排出蠕虫卵；溶组织

阿米巴带虫者可排出包囊；虫卵或包囊在排出时即有感染性

，或在适宜的外界环境中发育到感染阶段（感染期）。感染

阶段是指寄生虫侵入宿主体内能继续发育或繁殖的发育阶段

。 （二）传播途径 指寄生虫从传染源传播到易感宿主的过程

。人体寄生虫常见的传播途径有下列几方面： 土壤 肠道寄生

虫的感染期存活于地面的土壤中。如蛔虫卵、鞭虫卵在粪便

污染的土壤发育为感染性卵；钩虫和粪类圆线虫的虫卵在土

壤发育为感染期幼虫。人体感染与接触土壤有关。 水 多种寄

生虫可通过淡水而达到人体。如水中可含有感染期的阿米巴

与贾第虫包囊、猪带绦虫卵、某些感染性线虫卵、血吸虫尾

蚴和布氏姜片虫囊蚴等。 食物 主要是蔬菜与鱼肉等食品。由



于广大农村用新鲜粪便施肥，使蔬菜常成为寄生虫传播的主

要途径。如感染性蛔虫卵、鞭虫卵、猪带绦虫卵和钩虫的感

染期幼虫，以及原有包囊等，皆可以由食用未洗净或未煮熟

的蔬菜而传播，旋毛虫、猪带绦虫可以通过吃生的或未煮熟

的猪肉而传播。某些淡水鱼类可传播华支睾吸虫等。 节肢动

物传播媒介，很多医学节肢动物可作为多种寄生虫的传播媒

介。如蚊为疟原虫、丝虫，白蛉为利什曼原虫，蚤为膜壳绦

虫的传播媒介。 人体直接传播 人和人的直接接触可以直接传

播某些寄生虫。如阴道滴虫可由于性交而传播，疥螨由于直

接接触患者皮肤而传播。 人体寄生虫的感染途径和方式主要

有下列几种： 经口感染 多种寄生虫的感染期可以通过食物、

饮水、污染的手指、玩具或其他媒介经口进入人体，这是最

常见的感染方式。如蛔虫、鞭虫、蛲虫、华支睾吸虫、猪囊

尾蚴等。 经皮肤感染 有的寄生虫是其感染期主动地经皮肤侵

入人体，如土壤中的钩虫丝状蚴、水中的血吸虫尾蚴以及疥

螨、蠕形螨等直接侵入皮肤。有的寄生虫通过吸血的节肢动

物媒介的刺叮经皮肤进入人体。如蚊传播疟原虫、丝虫、白

蛉传播利什曼原虫。 自身感染有的寄生虫可以在宿主体内引

起自体内重复感染，如短膜壳绦虫的虫卵可在小肠内孵出六

钩蚴，幼虫可在小肠内发育为成虫；在小肠内寄生的猪带绦

虫，其脱落的孕节由于呕吐而逆流至胃内被消化，虫卵由胃

到达小肠后，孵出六钩蚴，钻入肠壁随血循环到达身体各部

位，引起囊尾蚴的自身感染。 逆行感染蛲虫在人体肛周产卵

，虫卵可在肛门附近孵化，幼虫经肛门进入肠内寄生部位发

育至成虫。 经胎盘感染 有些寄生虫可以随母血，通过胎盘而

使胎儿感染，如弓形虫、疟原虫、钩虫的幼虫等。 此外，有



的寄生虫可经呼吸道，如卡氏肺孢子虫；如阴道滴虫经阴道

；如疟原虫经输血等途径进入人体。 （三）易感人群 易感者

是指对寄生虫缺乏免疫力的人。人体感染寄生虫后，通常可

产生获得性免疫，但多属于带虫免疫，当寄生虫从人体消失

以后，免疫力即逐渐下降、消退。所以，当有感染机会即易

于感染该种寄生虫。非流行区或在本地已根除疟疾的地区的

人进入疟区后，由于缺乏特异性免疫力而成为易感者。易感

性还与年龄有关，一般儿童的免疫力低于成年人。 二、影响

寄生虫病流行因素 （一）自然因素 包括温度、湿度、雨量、

光照等气候因素，以及地理环境和生物种群等。气候因素影

响寄生虫在外界的生长发育，如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在土

壤中的蠕虫卵和幼虫的发育；气候影响中间宿主或媒介节肢

动物的孳生活动与繁殖，同时，也影响在其体内的寄生虫的

发育生长，如温度低于15~16摄氏度或高于37.5摄氏度，疟原

虫便不能在蚊体内发育。温暖潮湿的气候，既有利于蚊虫的

生长、繁殖，也适合蚊虫吸血活动，增加传播疟疾、丝虫病

的机会。温度影响寄生虫的侵袭力，如血吸虫尾蚴对人体的

感染力与温度有关。地理环境与中间宿主的生长发育及媒介

节肢动物的孳生和栖息均有密切关系，可间接影响寄生虫病

流行。土壤性质则直接影响土源性蠕虫的虫卵或幼虫的发育

。 （二）生物因素 生活史的发育为间接型的寄生虫，其中间

宿主或节肢动物的存在是这些寄生虫病流行的必需条件，如

我国血吸虫的流行在长江以南地区，与钉螺的地理分布一致

；丝虫病与疟疾的流行同其蚊虫宿主或蚊媒的地理分布与活

动季节相符合。 （三）社会因素 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状况、

科学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保健以及人民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习惯等。这些因素对寄生虫病流行的影响日益受

到重视。一个地区的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在某一个时期内是

相对稳定的，而社会因素往往是可变的，尤其随着政治经济

状况的变动，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然和生物因素。经

济文化的落后必然伴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不

良的卫生习惯和卫生环境。因而不可避免造成许多寄生虫病

的广泛流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因此，社会因素是影响寄

生虫病流行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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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