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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虫媒寄生虫病》(王善青主编)包括总论、各论和附录三部分，共15章。
总论主要介绍了虫媒寄生虫病的定义与分类、流行病学特征、诊治原则、媒介生物学特征及其与寄生
虫的关系、媒介昆虫的防制等。
各论分别介绍了节肢动物传播或直接寄生的寄生虫病的病原与流行特征、临床表现与诊治、媒介生物
与调查、预防控制(或监测)以及案例分析等内容。
《虫媒寄生虫病》供基层预防和临床工作者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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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指虫体从传染源排出后侵入新的易感宿主前，在外环境中停留或转移所经
历的全过程。
虫媒寄生虫病是以节肢动物为传播途径而引发的疾病。
在虫体循环中，节肢动物不包括在传染源之中，而是作为传播因素，因此被称为传播媒介。
节肢动物作为传播因素有以下两种传播方式。
　　（1）机械性传播：苍蝇、蟑螂等可携带虫媒性寄生虫的某一阶段，如虫卵，而虫体在它们体表
或体内均不能繁殖，当觅食时，通过接触，反吐或随粪便排出虫体，进而使食物或食具受到污染，造
成虫媒寄生虫病的传播。
　　（2）生物性传播：一些虫体和某些吸血节肢动物有生物学上的特异性联系，如一些吸血节肢动
物在叮咬宿主时，虫体进入这些吸血节肢动物体内，必须经过一定的发育和（或）繁殖阶段后，才能
感染易感宿主。
这种方式称为生物性传播，不同寄生虫在节肢动物体内的发育情况不同，如微丝蚴进入蚊虫体内只发
育不繁殖，疟原虫在蚊虫体内、利什曼原虫在白蛉体内均有发育和繁殖过程。
生物性传播的虫媒寄生虫病流行特征为：①地方性：病例分布与吸血动物的分布区域一致；②季节性
：这些寄生虫病常有明显的发病高峰时间，不同季节呈现显著差异；③高危人群：发病年龄分布常呈
现老疫区人群的成人发病率高，而新迁入疫区人群年龄差异不明显；④常可发生暴发或流行。
一个地区可因输入传染源、输入传播媒介或由于新迁入疫区的人群增多或媒介数量的异常变化等引起
暴发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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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体寄生虫病基层预防控制丛书》（王善青主编）涉及各类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知识，如人兽共?
寄生虫病、食源性寄生虫病、机会性寄生虫病、土源性寄生虫病、虫媒寄生虫病、寄生虫病检测技术
、寄生虫病监测技术等，以分册形式出版。
　　《虫媒寄生虫病》为其中一册，包括总论、各论和附录三部分，共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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