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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工作动态 
2013 年 第三期 

（总第 69 期） 

血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卫生计生委组织 2013 年血防春查工作 

 

为持续推进全国血防工作，按照“春查秋会”制度的要求，2013

年 4 月 27 日，卫生计生委发出通知，安排 2013 年血防春查工作。春

查工作将重点检查以下内容：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血

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规划纲要（2009—2015 年）》和《全国预防

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 年）》情况；卫生计生、

水利、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情况，

主要包括项目的安排、实施和取得的效果；了解各地血防工作中取得

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2013 年春查工作将由卫生计生委、水利部、农业部和林业局分管

负责同志带队，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法制办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和部

分专家参加，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血吸

虫病疫区省进行检查。对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的检查，由血吸虫病监测地区联防联控值班省（区、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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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厅（卫生计生委）牵头，商有关省（区、市）卫生厅（卫生计生委）

确定。春查工作计划于今年 6 月底结束。 

 

湖北部署血吸虫病防控攻坚战 

 

4 月 24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在监利县召开全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现场会，血防地区市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卫生局长、血防办主任和

省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

国生，副省长郭有明、梁惠玲和省政府秘书长王祥喜出席会议。 

与会代表参观了监利县的社区农机合作社、以禽代牛的替代养殖

场、结合土地整理灭螺和“一建三改”（建沼气池、改水、改厕、改

圈）等现场，代表们对监利县送瘟神、促发展的血吸虫病综合治理思

路及取得的成效留下了深刻印象。 

省卫生厅负责人在会上通报了全省血防工作情况，省财政厅、省

农业厅和荆州市、监利县政府负责人作了大会交流发言。会议向近三

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的武汉经济开发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

控制标准的团风县和武汉市洪山区、江夏区以及黄冈市黄州区授予了

牌匾。 

王国生省长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血防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委、省政府把

这项工作作为“天大的事”摆在重要位置，取得了重要进展。到去年

底，全省以村为单位的人、畜血吸虫感染率已降至 1.5%以下，44 个

县（市、区）达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及以上标准，血吸虫病危害程

度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血吸虫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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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环境因素没有根本改变，部分疫区传播途径没有阻断，防治工作

还不够统一协调，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王国生要求，今年是“十年送瘟神”三步走总体部署中第二步目

标的决战之年、结账之年，疫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目标责

任管理，按照“一县一案、一村一策”要求，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切

实做好防治工作。要强化传染源控制，切实抓好淘汰耕牛、以机代牛

工作，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要加强综合治理，坚持把血防工作与

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推进项目整合和资金捆绑

使用；要密切关注疫情变化，巩固防治成果，严防疫情反弹；血防工

作任务重、难度大，要坚持部门齐抓共管，抓好血防队伍建设，充分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王国生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加快

“五个湖北”建设的高度出发，全力打好血吸虫病防控攻坚战，确保

今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 

 

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组织调研湖北省仙桃市血防联系点 

 

为进一步了解湖北省仙桃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卫生计生委

疾控局组织调研组于 2013 年 5 月 6－8 日对仙桃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现场考察了仙桃市张沟镇三利村、沔城回族镇王

河村和陈场镇荷花池片区（陶湾、蔡桥和唐场 3 个行政村）血防工作，

并与湖北省血防办、省血防所、仙桃市政府、市血防办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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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仙桃市的血防成效，并指出，目前仙桃

市人畜感染率在 1.0%以上行政村还有 60 个，达标任务较重；在感染

率 1.0％以下的疫区村中，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全市流行区尚有

耕牛存栏 5034 头，今年全部淘汰耕牛，防止复养工作十分艰巨。 

针对上述情况，调研组建议，2013 年是仙桃市实现传播控制目标

的关键之年，仙桃市要认真落实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精神，理清思路，

明确目标，整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突出重点工作任务，

抓好综合防控措施，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构建达标长效机制，确保防

治目标实现。 

 

各级密切配合开展地震灾区血吸虫病防控 

 

4.20 雅安地震发生后，为控制灾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卫生计生委

会同四川省卫生厅迅速组织了灾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评估，并开展了

针对性的防治工作。 

评估结果显示，芦山县和天全县的 10 个乡镇是灾后血吸虫病防

控的重点，主要传播风险包括：沟渠受到破坏，钉螺易扩散；厕所等

卫生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粪便得不到无害化处理；居民、救灾人员易

暴露于易感环境，易感性增加；流浪狗传染源数量增加。 

针对灾后血防工作的形势，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四

川省卫生厅及时下发了《灾区血吸虫病防控方案》，对 10 个血防重

点乡镇实施专家分片包乡，并与卫生计生委专家一起制订了《“4.20” 

芦山地震灾后血吸虫病现场快速评估方案》，对雅安地震灾区血吸虫

病传播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提出了防控对策，包括高危环境地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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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或药物灭螺、疫区粪便管理、疫情监测、健康教育宣传、高危人群

化疗等。 

截至 5 月 4 日，芦山县调查钉螺 485.65 万平方米，喷洒灭螺 103.93

万平方米，地膜灭螺 1090 平方米；天全县调查钉螺 495.3 万平方米，

喷洒灭螺 139 万平方米，地膜灭螺 1.9 万平方米，所有查出的有螺环

境和高危环境将在 5 月中旬前全部进行灭螺；培训喷洒灭螺和地膜灭

螺 175 人；共印制和分发 6 万份“地震灾区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和“灾

后血吸虫病防治”，制作并设立了 500 个警示牌；对芦山县 14 个驻

军部队进行了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宣传，覆盖官兵 5000 余人次。截至

目前，灾区未报告发生血吸虫病疫情。 

 

安徽省通报血防目标考核结果 

 

3 月 25 日，安徽省血吸虫病与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

2012 年度血防工作责任目标考核结果。铜陵、马鞍山、池州、宣城、

芜湖市和广德县人民政府以及省卫生厅、省林业厅、省水利厅、省农

业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农垦事业管理局获得 2012 年血防工作责任

目标考核优秀等次；其他市、县人民政府及省血地防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为良好等次。 

通报要求，在新的一年里，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血防工

作的组织领导，全面落实血防工作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扎实推进民

生工程血防项目，落实防控措施，确保全省如期实现血吸虫病传播控

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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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部署新一轮血防联系点工作 

 

湖南省血防工作领导小组最近对新一周期的血防联系点工作作

出安排，对 18 个重点疫区县（市、区、场），继续由 19 个省血防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口联系，并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给予联系点必要

的支持，每年为联系点办 1-2 件实事；各联系点要主动与对口单位对

接、汇报，共同做好防治工作，力争血防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中非合作控制疟疾血吸虫病研讨会在京召开 

 

4 月 4 日-6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所和世界卫生组

织驻华代表处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控制、消除疟疾和血吸虫病研讨

会。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卫生部项目资金监管

中心以及江苏、四川、广东、湖南、安徽、山东、广西、云南等省区

的疟疾和血吸虫病专家共 30 多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探讨了在全球卫生新形势下开展中非卫生合作的新机

制，交流了中国和非洲的血吸虫病、疟疾防治策略与措施，提出在目

前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基础上拓展中非公共卫生合作，并讨论制订了中

非合作防治血吸虫病和疟疾的试点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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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速递】 

▲血寄分委活动计划 疾病控制专家委员会血吸虫病和寄生虫病分委

会 2013 年安排 4 项重点血防活动，分别是湖南省部联动联系点达标

对策技术指导、湖北 2013 年血防达标考核工作技术指导、对云南、

四川省开展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风险评估、编制晚期血吸虫病临床

救治路径。 

▲螺情监测 福建省 16 个血防县（市、区）在传播阻断后坚持做好螺

情监测，今年先后开展了春季查螺，均未查获钉螺。4 月 15-18 日，

福建省疾控中心对漳浦县查螺工作进行复查，未查获钉螺。 

【达标动态】 

▲江西省上饶县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通过了省级考核，达到了血吸虫

病传播阻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