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三季度全国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
工作视频交流会议顺利召开

    2022年7月底至8月初，我国多地出现输入性疟疾突发聚集
性疫情。为了总结此类疫情的发现、调查和处置经验，交流疟

疾消除后输入性疟疾疫情的风险、挑战和应对策略，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于

2022年10月18日组织召开了2022年第三季度全国防止疟疾输入

再传播工作视频交流会。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疟疾室夏志

贵主任、尹建海副主任、张丽助理研究员以及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所）有关领导、疟疾防

治部门负责人和疟疾疫情信息管理人员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夏志贵主任主持。

       张丽助理研究员通报了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疟疾疫情及主

要关注点、防治工作开展情况等，建议各地在防止疟疾输入再

传播工作中，针对输入性疟疾突发聚集性疫情，做好人员和物

资储备，完善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继续维持监测系统敏感性，

确保及时发现并规范处置此类疫情，避免出现境外输入性疟疾

引起本地再传播，减少危重症或者死亡病例的发生。

       本次由在几内亚的中国籍务工人员短期内回国导致的突发

聚集性疫情主要发生在广东、云南和北京，这三个省（市）分

别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如何在入境集中隔离点开展疟疾筛

查、及时发现输入性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并开展相关调查处置等

方面交流了做法和经验。此外，广东省还交流了一例长潜伏期

复燃三日疟病例的处置经验。

       周晓农所长做会议总结，对今后的防止输入再传播工作，

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从境外疟疾流行区的回国人

员，紧密同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结合起来，加强对入境集中隔离

点工作人员的培训，及时开展疟疾主动筛查，强化多部门合作

和信息沟通，对解除集中隔离的入境人员做好追踪监测；二是

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和周围县作为重点地区，持续加强中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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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防止输入再传播工作；三是广东省连续多年报告长潜

伏期三日疟病例，需要开展更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监测评估工作，

确保不出现三日疟本地传播；四是疟疾消除后，各省要及时分

析本省疫情特点和防控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避免能力下降、

队伍减少、经费停止、工作放松等情况发生，保持足够的疟疾

监测、预警和响应能力，并及时向联防联控指挥部汇报输入性

疟疾的防控工作进展，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防止疟疾输入

再传播工作做到位、做扎实。（疟疾室  张丽）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志》编撰筹备
工作会在沪召开

     为及时总结我国血防经验，展现我国血防成就，中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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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会议。

       会议伊始，周晓农所长指出，2018年通过的《土源性线虫

病传播控制与阻断标准》尚缺乏考核评估方案，近几年我国土

源性线虫感染率下降很快，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积极推进土源

性线虫病传播控制和阻断评估进程，在方案出台后开展试点工

作，然后进行推广，以点带面推进土源性线虫的控制和消除工

作，推进“健康中国2030”目标实现。随后，土食源室专家介

绍了《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考核方案（试行）》讨论

稿，与会专家针对讨论稿提出了各自意见，并对考核方案中关

键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土食源室结合专家意见对讨论稿进行

了系统修改。李石柱副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肯定了修改后

考核方案的框架和结构，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本次研讨会对《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考核评估方

案》进行了充分研讨和修改，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标。（土食

源室  朱慧慧）

全国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推进会
在沪召开

     为了解全国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情况，审定干预区
工作方案，推进工作进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

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于2022年10月27日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全国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推进会。

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环境卫生与地方病处相关领导、

全国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指导专家组和各省包虫病防控

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周晓农所长参加会议并致辞。

       周晓农所长表示，今年以来，各地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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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于

2022年10月18日采取线上方式召开了《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志》

编撰筹备工作会，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李华忠研究员、上海市疾

控中心蔡黎研究员、广东省疾控中心黄少玉研究员、江苏省血

防所梁幼生研究员和洪青标研究员、江西省寄研所葛军研究员

等筹备组主要专家1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主持。

       会上，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介绍了《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志》编撰的动议、背景和意义；李华忠主任介绍了《中国血吸

虫病防治志》编撰近期工作要点和工作机制；血吸虫病室曹淳

力副主任介绍了编撰专班的初步设想和下一步工作计划。随后，

与会专家展开热烈讨论，均认为应积极争取上级行政部门的支

持，加快推进前期准备工作；专家们研讨制定了《中国血吸虫

病防治志》的编撰方案、工作计划，组建了《中国血吸虫病防

治志》编写工作班子，并对后续工作计划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会议商定，尽快完成《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志》编撰方案、篇目

提纲、编撰专班设置等事项，提请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行

文，召开编撰工作启动会议。

       会议最后，周晓农所长提出，应着眼国家血防防控目标，

群策群力，凝聚集体力量出色完成本书的编撰工作。（血吸虫

病室  曹淳力）

《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考核
评估方案》研讨会在沪召开

    2022年10月21日，《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考核评
估方案》研讨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在沪召开，中国疾控中心寄

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土食源室、应急办全体

成员，以及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和13省（区、市）的寄防专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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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包虫病干预区工作的持续推进，但在各省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基本做到了包虫病、新冠防控两不误。会议听取了各省关于

包虫病干预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审定了包虫病综合防治干

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与会专家深入交流包虫病防控经验，讨论

了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为科学

实施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专家赴崇明开展媒介生物
现场调查

    2022年10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媒传热带病室
相关专家赴崇明向化镇和陈家镇，开展不同生态环境的蚊类、

蝇类、蟑螂及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福寿螺的抽样调查。现场

调查发现，尽管天气已经渐转凉，蚊蝇数量及种类有所减少，

但在既往发现福寿螺分布的地点（向化镇卫星村市民健身公园

内），岸边杂草上仍然出现大量卵块，而且水中福寿螺也容易

查见。经了解，当地在8月份开始就已经采取多次抽干水填放石

灰等灭螺措施，但福寿螺种群恢复仍速度较快。

       本次调查运用全健康理念，对崇明岛对该地媒介生物开展

多方位的监测。调查结果提示，针对入侵生物的灭螺方法和干

预措施选择要做到精准有效。（媒传热带病室  郭云海）

寄生虫病所专家赴江西鄱阳湖地区
开展血吸虫病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

现场工作 

     为探索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的多渠道智慧化监测预警技术，
提高血吸虫病的精准防控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信息

中心薛靖波等一行4人于10月14日至18日赴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上饶市余干县、鄱阳县等地区开展血吸虫病中间宿主和传染

源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现场调查及无人机影像环境拍摄工作，

旨在探索建立血吸虫病家畜传染源的智能化识别技术，从而能

够降低人力成本，为血吸虫病的防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江西



整合系统和能力的框架，以便各方能够加强合作，共同预防、

预测、发现和应对健康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构建一个全新

的网络，旨在确保盘尾丝虫病加速消失，以符合《2030年被忽

视热带病路线图》中确定的目标。

     在国内，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派员对楚雄州、丽江市5县

开展了为期7天的工作督导。江西省卫健委血地处、省寄研所分

别在上饶玉山和九江濂溪展开调研座谈，并就《江西省委综合

考核评价指标“有螺草洲封洲禁牧率”考核办法》《江西省血

吸虫病流行区有螺环境禁牧管理考核办法》《江西省血吸虫病

传染源监管平台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研讨。10月11日，安徽省

血防所赴宿松县全省强化灭螺三年行动省级示范区进行工作调

研。10日-14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成功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

目“江苏省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技术措施研讨班”。《中华流

行病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倡以全健康理论提升我国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出了优化全健康策略与措施的相关建

议。10月20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承办的国际培训项目“非洲

国家疾控中心建设及公共卫生管理研修班”正式开班。10月27

日-29日，2022年九江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推进会在江西瑞昌市

举行。（信息中心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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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李召军主任协同各乡镇工作人员对本次

现场工作提供了支持。

       本次调查共计采集五个洲滩30个调查点的传染源影像及现

场环境样本，由于今年气候特殊，鄱阳湖区遭遇严重干旱，未

能在现场发现钉螺。利用无人机进行环境拍摄，在洲滩中发现

有敞放的牛群。

       通过此次调查，为后期血吸虫病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的建

立提供了部分数据支撑，为探索血吸虫病精准防控提供了新的

技术手段和方法。（信息中心  薛靖波）

2022年10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
动态分析

    2022年10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的关键
词搜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血吸虫病”、“

肝吸虫病”、“包虫病”、“黑热病”。

        国际上，10月3日至5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被忽视的热带

病各方代表举行了会议，交流最佳做法和知识，以便将西非皮

肤相关被忽视热带病的管理、治疗和总体战略方法相结合。10

月18日，《免疫学前沿》最新发布了我国青海大学格日力教授

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多房棘球绦虫亮氨酸氨基肽酶靶向治

疗泡型包虫病的效果评价》，成果推动包虫病防治这一世界性

难题实现了重大突破。10月17日，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前称OIE）组成的四方合作机制

正式发布了一项新的“全健康联合行动计划”，旨在创建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