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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内著名寄生虫病学专家和检验学专家联合编写。
内容包括总论、寄生虫病的实验诊断、细胞内寄生虫病、脉管内寄生虫病、脑和脊髓寄生虫病、眼部
寄生虫病、口腔食管寄生虫病、肠道寄生原虫病、肠道寄生蠕虫病、肝胆寄生虫病、肺脏内寄生虫病
、泌尿生殖道寄生虫病、肌肉组织寄生虫病、皮肤黏膜寄生虫病共14章。
本书特点是内容编排独特，从临床医师接诊病人、考虑病人是否感染寄生虫，到采集标本、选取实验
方法、实验结果的解读等出发，为读者提供检验技术和诊断思路的具体指导和最新信息。
本书适合医院检验科、临床各科医师和高校寄生虫学检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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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进顺，男，出生于1956年4月，河北省涿鹿县人。
1973年参加工作。
1982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医学系本科，1985-1988年在天津医学院师从著名寄生虫学家朱静和教授，获
医学硕士学位。
现任河北北方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常务理
事、河北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副主编、《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审专
家、《中国临床医生杂志》和《中国医刊》特邀编委，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微生物专家委员会”副
组长。
30多年来从事医学，病原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参加国家863课题一项，主持和参加省、市课题多项，主要从事血吸虫和卡氏肺孢子虫等免疫方面研究
，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小鼠抗日本血吸虫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的研究”。
发表论文49篇，译文12篇。
出版教材及专著13部，其中4部为主编，3部为副主编，获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首届全国高等
学校医药优秀教材三等奖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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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验与临床诊断寄生虫病分册>>

章节摘录

　　第1章　总论　　第五节　寄生虫病的防治　　寄生虫病由特定的病原体引起，其流行通常表现
有地方性、季节性，部分寄生虫病还具有自然疫源性的特点。
此外，寄生虫病的流行也受到自然、生物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寄生虫病的防治，遵从传染病防治的基本原则，应在各级政府的计划、规划指导下，充分发挥专业防
治机构的作用。
在我国，寄生虫病的防治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防治工作不仅具有专业性要求，同时
还体现出很高的政策性。
　　一、传染源控制　　人体寄生虫病的传染源包括感染寄生虫的人(现症病人及带虫者)和动物宿主
。
传染源控制是寄生虫病防治的关键环节。
　　1．人类传染源控制　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早发现，早治疗。
目前，对大多数寄生虫病而言，均有简便、易行的诊断方法和高效、低毒性作用的抗虫治疗药物。
二是群体治疗原则。
开展群体治疗，是控制人群感染率较高的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成功经验，通常由寄生虫病专业防治机
构组织实施。
实施过程中，尤其在低龄儿童群体应注意防止群体癔症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的频繁，除少数具明显地方性特征的寄生虫病及
在流行区寄生虫病专业防治机构就诊的情况外，医疗机构的临床工作者逐渐成为寄生虫病首诊的主要
力量。
因此，加强医疗机构临床及检验人员寄生虫病防治知识的专业培训，对避免寄生虫病误诊和漏诊，已
显刻不容缓。
　　2．动物传染源控制　主要针对家养动物，包括家畜和宠物，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或
捕杀等方法。
如在我国许多血吸虫病流行区，耕牛已成为重要的血吸虫病传染源，通过实施人畜同步化疗，起到很
好的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作用。
而在犬源型黑热病流行区，捕杀病犬则是控制黑热病流行的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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