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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对血吸虫病流行区扩散的潜在影响

杨永峰, 彭镇华, 孙启祥* , 周金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1)

摘  要: 归纳了我国三峡工程、退田还湖及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所引起水位、植被及微生物气候等生态环境

要素变化对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钉螺分布的影响, 分析了血吸虫病疫区的变化趋势和钉螺北移的可能性。研究表

明三大工程实施区存在血吸虫病流行的潜在危险,加之我国新增有螺面积明显增多, 血吸虫病疫情呈此消彼涨态

势, 血防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国内有关工程对生态环境及血吸虫病影响的研究, 主要为局部的调查报告及在

现有基础上预测工程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可能影响,生态环境变化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因此, 建议应用 GIS 和 RS 等

技术,监测分析生态环境变化,并进一步研究社会经济变动与血吸虫病传播的关系, 同时,工程实施地区应提高疫

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并结合林业、水利工程建设对有螺环境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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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吸虫病是所有寄生虫病中分布范围最广的一

种疾病,其感染力居水传播疾病( Water-bor ne Dis-

eases)的首位[ 1]。在我国流行范围甚广, 遍及长江

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影响疫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今,我国尚

有 105个县未有效控制血吸虫病。研究显示,钉螺

的分布面积有逐步扩大之势,至 2006 年, 新增钉螺

面积达 1 3811 03 hm2 [ 2] ,全国血防工作依然严峻。

有研究表明, 控制日本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钉

螺的扩散可有效阻断血吸虫病在当地的传播与流

行。钉螺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腹足类

动物,气温、雨量、土壤及植被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变

化均能影响其传播范围和传播程度的变化。20世

纪至 21世纪初, 为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水利工程, 包括三峡

工程、南水北调及退田还湖等,均引起水位、植被类型

及微生境气候等环境因子的显著改变。而近年新增

有螺面积主要分布在这些工程的实施区及相关区域。

在埃及、苏丹及我国都不乏因修建水利工程使

生态环境系统发生改变导致钉螺广泛扩散,血吸虫

病流行区扩大或疫情回升的例子 [ 3~ 6] , 近年来, 我国

在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及退田还湖对钉螺扩散等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还存在着诸多

不足。本文拟对此进行总结和评述,对重大工程的科

学建设及制定正确的血防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钉螺的生态学特性及迁徙方式分析

1. 1  钉螺的生态学特性

水是钉螺生长、繁殖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促使

其活动的重要条件之一。钉螺在水中的寿命与水的

温度、深度和水体流动性密切相关。在冬季, 钉螺在

水中能维持 3个多月之久而甚少死亡, 且不同深度

的水中钉螺死亡率相差不大; 而在夏季,水中钉螺一

般寿命都很短, 并且越是水深的地方钉螺死亡的越

快[ 8]。以往的调查发现, 在我国有钉螺分布的地区

年平均气温都在 14 e 以上, 或 1 月份平均气温在

0 e 以上,其孳生地的最北界为江苏省宝应县( N 33b
15c)。另外,钉螺喜在富含有机质、氮、钙的肥沃土

壤环境中生活, 在这种土壤上其分布密度有增大的

趋势。而在土壤贫瘠地区,钉螺则长得较小, 完全干

燥的土壤钉螺不能在其上爬行。同时植被的有无、

多少及种类是决定钉螺分布不均匀的重要因素之

一。许发森等[ 7] 研究了四川安宁河流域植物土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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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钉螺分布的关系, 发现在盖度和植物多样性指

数高的地方更容易孳生钉螺, 壤粘土和粘土较适合

钉螺孳生,砂壤土和砂土不适宜钉螺孳生。

1. 2  钉螺的迁徙方式分析

钉螺的扩散方式主要有自主爬行、随水流漂浮

扩散和吸附在其它载体上扩散 3种方式。

湖沼型地区是我国钉螺的重要分布地区,那里

的自然条件不但使钉螺能大量繁殖, 而且成为钉螺

通过长江水系逐渐向长江下游地区迁移扩散的主要

地。而洪水、暴雨、水中各种可以携带钉螺的物体,

是促使钉螺向下游扩散的主要因素。山丘型地区的

钉螺往往来自水系下游的钉螺向上游地区扩散迁移

所致。如四川省山区钉螺因梯田开发, 原分布在山

脚下的钉螺, 沿灌溉沟渠扩散至山坡或山顶
[ 8]
。

成螺的静水爬行速度大约为 01 72 m/ h, 每年爬

行至多不超过 20 m[ 9] 。并且由于成螺的重度约为

11 80 g/ cm
3
,超过水的比重,也不可能长时间漂浮在

水面上
[ 10]
。而幼螺具有明显的浮游习性, 可通过水

面长距离漂移或在水体中的悬移进行扩散。但钉螺

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可以通过吸附在船底、水上的漂

浮物、植物茎叶等载体向其他地区扩散
[ 11]
。另外,

吸附在物资上的钉螺也可以通过短时间的陆路搬运

向其他水系扩散。

因此,可以认为钉螺的爬行仅与钉螺的觅食、繁

殖等生理现象有关,不会对大范围、远距离的扩散造

成太大影响。而随水流浮游、漂移和吸附在载体上

扩散是钉螺扩散的主要渠道。

2  三峡工程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

长江三峡工程是我国为了调节洪峰、缓解能源

紧张及改善长江航运条件而修建的举世瞩目的特大

型水利工程。建坝前三峡水流湍急且河床多为砂石

滩地,无钉螺孽生场所,现场调查没有发现中间宿主

钉螺和当地感染的动物宿主, 是以三峡库区历史上

为血吸虫病非流行区 [ 19]。但其总库容达到 393亿

m3 ,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 20个区县、270多个

乡镇。它的建成无疑对库区和下游的生态环境产生

深远的影响。

库区位于东经 106b~ 111b、北纬 28b~ 32b,处于

血吸虫病流行的纬度范围内, 且夹在湖北汉江平原

和四川成都平原两大血吸虫病流行区之间,并且三

峡库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 8~ 18 e ,

无霜期 210~ 330 d, 热量丰富, 降水充沛, 气候条件

与血吸虫病流行相似,更值得重视的是三峡建坝后,

上述两个因素均将不复存在, 为钉螺孽生和血吸虫

病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三峡库区是否会成为

新的血吸虫病疫区, 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2. 1  三峡库区孳生钉螺的可能性分析

虽然上游流行区离库区甚远, 钉螺很难随漂浮

物至库区, 并且下游钉螺很难随船只逆水上行 30

km [ 12] ,更难经过两座大坝而进入库区。但过去研

究重点考虑的是生物因素, 而钉螺的迁移扩散还与

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随

着花草树木的迁移, 可导致钉螺远距离扩散 [ 13]。特

别是三峡库区经济产业发展, 库岸有 30 余万 hm2

种植柑橘, 有 200万 hm2 草滩培植, 还有库区保护

水土流失和环境绿化发展大量的林木, 这些都将可

能从血吸虫病流行区引进, 可能导致钉螺及螺卵进

入库区[ 14]。何昌浩等也认为随着三峡水库的建成,

极大的改善库区的水运条件, 促进物资交流, 更有利

于钉螺的输入
[ 15]
。

由于三峡库区森林遭受破坏, 地表水量大,加之

土地垦殖过度, 因而引起严重沙砾化水土流失,每年

进库区泥沙总量 11 4亿 t, 占长江上游 26%
[ 16]
。三

峡建坝后库区流速减缓, 泥沙淤积增加,在库区形成

大面积的冲积洲、滩地[ 17]。同类水库的类比调查显

示,这些洲滩的土壤植被等条件与长江中下游有螺

洲滩类似。三峡库区在 145 ~ 175 m 高程为回水

区,其间大部分滩地淹水时间均不超过 8个月,均有

可能孳生钉螺[ 18] 。魏凤华等通过在三峡库区上(江

津)、中(万州)、下游(宜昌)现场模拟试验显示,肋壳

钉螺(H emibiae)、光壳钉螺( K atayamai)均适宜在

来自库区淤泥洲滩或移民点灌溉沟渠中生存, 其中

钉螺的存活率不仅与土壤湿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

且随着泥沙淤积、生物小循环加快,会促进土壤养分

和肥力逐渐提高,将更有利于钉螺大量孳生[ 19] 。

由此可知, 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血吸虫的

中间宿主钉螺是有可能传播到库区的, 并且一旦钉

螺被输入到库区,是可以存活并繁殖的。

2. 2  三峡库区血吸虫病传染源的现状分析

血吸虫病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疾病,人兽的行

为、人口流动、水利建设和社会制度等社会因素都会

影响其传播与流行[ 20] 。据 2003年三峡建坝生态环

境改变与血吸虫传播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库区每年

去血吸虫流行区打工者 251 54万人;抽查部分人员,

血清学血吸虫病阳性率为 101 20%; 已控制流行区

打工者 251 84 万人, 其血清学检查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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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 [ 18]。吴成果等通过调查发现在库区三峡中心

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血吸虫病例回顾性调查发

现有 9例临床病例, 在库区万州、丰都、渝北 3区县

调查流动人口中发现血吸虫疫水接触者、曾经患病

者、血吸虫血清抗体阳性者,在列车旅客问卷调查中

也发现来自疫区的疫水接触者和患病史者,这些均

说明有大量血吸虫病传染源进入三峡库区。三峡库

区一旦有钉螺孳生,就会发生血吸虫病流行,进一步

说明三峡库区存在血吸虫病流行的潜在危险[ 21]。

与此同时,三峡建坝后长江入湖泥沙将引起部

分芦苇滩向草滩、芦杂滩退化,而这些植被洲滩家畜

和渔民数量多,牲畜、人口粪便污染严重, 感染螺密

度高,因此血吸虫病疫源地面积增加,进入这些地带

活动的人群数量可能增加, 血吸虫感染率可能上升。

在芦苇退化区,敞放洲滩家畜的数量会增加,因此增

加了血吸虫病家畜传染源的数量 [ 22]。

上述分析表明,三峡建坝后库区生态环境变化,

水流变缓,温度和湿度等将向有利于钉螺孳生的方

向转化,库区也存在钉螺和传染源输入的可能性,社

会经济发展可使血吸虫病传入的危险增加,三峡库

区已成为血吸虫病的潜在流行区。

3  退田还湖工程对血吸虫病的影响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 为避免

和消除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 国务院及

时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0等 32字方针,在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实施。退田还湖工程的实

施,使得原来田地、居住地等在汛期被洪水淹没, 大

量泥沙经溃口进入废弃垸内落淤, 使垸内原有螺沟

渠钉螺被填埋,但同时泥沙淤积, 使得湖床抬高, 湖

洲扩大,杂草、芦苇丛生,为钉螺孳生创造良好环境,

钉螺孳生面积和钉螺密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3. 1  钉螺分布的变化

随着平垸区居民的迁出,部分耕地逐渐抛荒,洲

滩逐渐演变为开放式湖滩而成为钉螺良好的孳生

地。由图 1[ 2, 48~ 53] 可以看出, 湖沼地区钉螺面积在

2003年明显回升, 近 2年涨势虽有所放缓, 但从图

2
[ 2, 48~ 53]

来看,全国新出现有螺面积在 2003年突然

加剧, 2004年增速虽已放慢, 但近几年却又有增加

之势,不仅均分布在湖区 5 省, 而且均为历史无螺

区
[ 23]
。这表明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呈现此消彼涨态

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蔡凯平等 2004年对洞庭湖区 41个平垸行洪、

图 1 2000~ 2006年湖沼地区钉螺面积变化

F ig . 1  Change o f the D istributional A rea of

Oncomelania f rom 2000 to 2006

图 2  2000~ 2006 年全国新出现钉螺面积变化

Fig. 2 Change of Addit ional A rea o f

Oncomelania in Lake Region from 2000 to 2006

退田还湖堤垸钉螺扩散调查发现 9个废垸内有钉螺

分布,较平退前增加了 2 个; 废垸内钉螺分布面积

1 0791 74 hm2
, 较平退前 2101 34 hm

2
增加了 8691 4

hm 2 ,为平退前的 51 13倍; 目平湖(属西洞庭湖)平

退垸 3个,其中 2个平退时垸内有钉螺分布, 面积

351 07 hm2
, 2004年 3个平退垸均发现钉螺分布, 总

面积 5751 27 hm2 , 为平退前的 161 40倍[ 24, 28]。又有

学者发现在华容县集成垸钉螺面积由 1998 年的

211 67 hm2
上升至2005年的 2201 73 hm

2
,为平退前

的 101 19倍,分布环境由以前的灌溉沟、渠扩大到现

在的沟、渠和荒地[ 25]。

在安徽移民建镇试区钉螺分布广, 单退点(退人

不退田,洪水期人转移、洪水过后返回种田)感染螺

密度较双退点 (退人又退田) 高, 钉螺感染率为

01 29%~ 11 88% [ 26]。在江西鄱阳湖部分平垸圩区

局部草滩化严重,垸外洲滩钉螺向垸内扩散, 导致钉

螺面积和密度增加
[ 27]
。

3. 2  血吸虫病疫情变化的人为因素分析

在实施/平、退、移0的过程中, 湖区牛、羊等草食

动物及放养家畜增多,造成洲滩粪便、尤其是牛粪污

染严重,给血吸虫病的流行带来隐患,加上放牧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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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等因素, 最终可能导致血吸虫病易感地带的扩

增和疫区范围的扩大以及流行程度的加剧。华容县

双退集成垸, 洲滩草地牛、羊粪密度显著高于溃垸

前, 2002 年, 耕牛、羊血吸虫感染率分别达到

871 8% , 100% [ 29, 30]。

调查显示, 湖北、湖南、安徽省/平、退、移0后仍

有 80%以上的村民经常返回原疫区从事耕作、放

牧、捕鱼等, 频繁接触疫水, 从而增加感染机

会[ 31, 32 ]。而/外迁0型或傍山移民建镇居民因远离

有螺洲滩,生产、生活方式改变, 降低了儿童、老年人

和妇女生活、娱乐性接触疫水频率,有利于控制血吸

虫病疫情[ 33]。

退田还湖工程实施后,使得受钉螺分布影响的

血吸虫病进一步复杂化,但国内有关退田还湖对生

态环境及血吸虫病影响的研究, 其大多为局部的调

查报告。由于退田还湖时间较短, 其研究结果也多

为短时效性, 难以系统而全面地说明退田还湖对血

吸虫病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十

分必要。

4  南水北调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及
钉螺潜在分布区分析

  南水北调是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 解决北方地

区缺水的一项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其西线的水源

区长江上游通天河、大渡河等远离有钉螺分布的疫

区,流行血吸虫病的可能性比较小;中线从湖北的丹

江口水库向北方自流供水,虽然丹江口水库位于北

纬 33b20c左右的汉江中游, 周边及上游地区没有发

现钉螺的分布,但湖北却是血吸虫病的多发区; 特别

是东线工程取水口直接在血吸虫病流行区,输水主

干道途经苏北的高邮、宝应等钉螺与血吸虫发生区。

由于钉螺的生命力很强, 夏季在北方可生存数日。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 将长期、大量向北方调

水。因此,对新建工程会不会引起原血吸虫病流行

区的疫情扩散并且工程能否引起钉螺北移至非血吸

虫病流行区而使部分钉螺通过自然选择, 适应北方

环境的地理种群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4. 1  南水北调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

4. 1. 1  钉螺随南水北调工程向北方迁移的可能性

分析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对南水北调工程

的钉螺迁移扩散问题进行了现场研究。结果显示,

钉螺能随水流和附着于漂浮物上向北方迁移扩散,

可以使钉螺分布情况发生变化, 这种北移过程可以

是一种由近及远,逐点逐段,时存时无或缓慢推进的

过程[ 34] 。

顾伯良等对南水北调工程苏北干渠段石驳岸的

钉螺分布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钉螺沿石驳岸向北呈

间断分布,有螺面积占石驳岸总面积的 101 52%, 且

有感染性钉螺分布[ 35]。黄轶昕等通过对江都泵站

前水源河道进行钉螺分布调查, 在江都泵站前水源

河道查出钉螺面积 1851 28 hm
2
, 发现钉螺主要在汛

期吸附于漂浮物漂流扩散 [ 36] , 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工

程实施后水流水势变化及对钉螺北移扩散的影响后

认为:东线一期工程实施后枯水期调水量增加,避让

了汛期钉螺漂流扩散的风险; 冬春季输水河道长时

间维持高水位可抑制钉螺的繁殖,因此南水北调东

线一期工程实施后水流水势变化未明显增加钉螺漂

流北移的风险。另有调查发现, 水中的螺可随携带

物进入扬水站内,经电机抽水后可进入闸门内水系,

成为钉螺的重要扩散源[ 37] 。

由此可见, 钉螺随南水北调向北方迁移的可能

性是客观存在的。

4. 1. 2  钉螺北移后生存的可能性分析

钉螺能否适应北方的生存环境是钉螺向北方扩

散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北界,

也即钉螺分布的最北地点位于北纬 33b15c, 但就世
界范围来看,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北界位于北纬

36b。钉螺在南水北调的过程中, 能否向北方地区扩

散形成新的有螺区是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决定钉螺能否在某一地区生存并繁殖的 3大主

要因素是温度、地面湿度和植被。肖荣炜等报道, 北

纬 33b15c以北地区钉螺难以越冬, 越冬后钉螺死亡

率高达 90%以上; 钉螺生殖器官的发育在北纬 33b
15c以北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比较北纬 33b

15c以北地区各实验点和对照点有关因素, 发现北方

存在气温、土壤温度较低, 土壤中有机质、腐殖质和

含氮量均低于对照点, 从而影响钉螺的孳生繁

殖[ 38]。

缪峰等在山东济宁地区进行了为期 18个月的

钉螺放养实验, 结果表明长江江滩钉螺经一个冬季

的放养( 6 个月)后,死亡率为 351 33%, 9个月死亡

率达 831 33% , 18个月后全部死亡。饲养 6 个月后

的钉螺睾丸和卵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 39]
。钱

晓红等对钉螺生存繁殖的微环境因素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研究,结果表明,局部微环境理化因素与钉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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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在密切关系,有螺环境土壤中的可溶性盐、亚硝

酸盐氮、硫和水体中磷的含量明显高于无螺环境[ 40] 。

上述各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钉螺的生

存繁殖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限制, 而限制其生存繁殖

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是温度。就目前看来南水北

调能使钉螺迁移扩散到北方, 在北纬 33b15c以北一

定范围内钉螺虽能存活一段时间和有限繁殖,但不

可能长期存活和延续后代, 难以形成新的钉螺带。

4. 2  钉螺的潜在分布区分析

温度和光线影响着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繁

殖、毛蚴的孵化及血吸虫在螺体内的发育, 雨量和湿

度则影响着钉螺孳生地的分布。全球气候变暖所引

起的降雨和温度变化, 势必影响血吸虫病的原有分

布格局。周晓农等研究发现在过去 50 年钉螺的年

有效积温( ET )和日本血吸虫在钉螺体内完成发育

阶段的有效积温( SDT )的比值在波动中逐年上升,

尤其是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 上升速度明显增加,

这提示 1951~ 2000年全国平均温度逐渐上升, 适宜

钉螺孳生和日本血吸虫发育的分布区域范围也随之

逐渐扩大。

俞善贤等通过对 1986年前后两个时段各气象

站的 T t、T l的平均值进行空间分析,对比了两个北

界指标所确定的等值线的变化,认为随着气候变暖,

能满足钉螺越冬的气候条件的区域将向北扩大,

1986年以来 T t的 0 e 和 T l的- 4 e 等值线均向北

移动 1~ 2个纬度左右。而且根据中国气候的最新

研究结果[ 45] ,与 1961~ 1990年的气温平均值相比,

2030年中国平均气温将增加 11 5~ 21 8 e ; 2050 年

将增加 21 3~ 31 3 e ; 同时, 南水北调工程客观上也

给钉螺向北输送建立了一个通道。周晓农等 [ 42, 44]

预测钉螺主要分布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 近年有向

四周扩大的趋势,在今后 50年内钉螺的潜在分布可

北移至山东、河北、山西等境内, 明显大于目前分布

范围, 这与全国平均气温逐年上升趋势一致。假若

按目前气温变暖的趋势, 2030年全国平均气温再升

高 11 7 e 时, 血吸虫病潜在流行区向北扩散的敏感

区域将包括江苏省北部及山东西南部, 同时又是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的经过区域, 甚至中国西北部的新

疆局部地区也是适合血吸虫传播的潜在流行区
[ 46]

(如图 3)。而彭文祥等研究结果也认为关注的重点

应为南水北调工程及其所覆盖区,但不可能在新疆

存在血吸虫病的潜在流行区
[ 47]
。

图 3  2030( A )和 2050 年( B)血吸虫病传播空间分布预测图

F ig . 3  Prediction Map o f Schisto somiasis Distr ibut ion in 2030( A ) and 2050( B)

  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宏大, 它的建成必将给受水

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目前研究表明受自然因

素的限制,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以前成为钉螺生存繁

殖的不利因素将不复存在,很有可能有利于钉螺孳

生地的北移。南水北调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流经的

地域广阔,因此,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以防止钉螺向

北迁移扩散。

5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三峡工程、退田还湖及南水北调等工

程的实施给当地生态环境系统带来巨大影响, 而钉

螺可随水流浮游、漂移和吸附在载体上扩散的特性

极易使其分布区随工程的实施不断扩大, 同时随着

气候的逐渐变暖, 也使钉螺孳生地北移变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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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三峡建坝后在 145 m 高程以上 175 m 高程

以下及洪水外包线的广大临时淹没区均适宜钉螺孳

生,而退田还湖也有可能使血吸虫病疫区原本无螺

或仅有小面积钉螺的圩区变为冬陆夏水、适宜钉螺

生长的草洲。虽然有钉螺的地区不一定有血吸虫

病,但一旦有传染源输入就极可能造成血吸虫病流

行。

由于三大工程涉及范围大、运作周期长, 而生

物、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相互影响, 疫情变化较

大,使得当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越来越难, 对疫区人

民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重大威胁,增加了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难度。当前国内有关重大工程

对生态环境及血吸虫病影响的研究, 主要为局部的

调查报告及在现有基础上预测工程对血吸虫病流行

的可能影响, 生态环境变化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因

此,今后要坚持抑螺防病的思想, 并通过 GIS 和 RS

等技术,监测分析生态环境变化,进一步研究社会经

济变动与血吸虫病传播的关系, 及时发现血吸虫病

流行的潜在危险因素, 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与对策。

同时,工程实施地区应提高疫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和能力,并结合林业、水利工程建设对有螺环境进行

改造,以期取得工程实施后的良好社会、经济、生态

和血防多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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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IMPACTS OF KEY PROJECTS ON THE

DIFFUSION AREAS OF ONCOMELANIA

YANG Yong- feng, PEN G Zhen-hua, SUN Q-i x iang, ZHOU Jin-x ing
( Res earch Inst itute of Forest ry, Chinese Academ y of Forest ry; Key Laboratory of T ree Breeding an d

Cul tivat ion, S tate Fores t ry Admin ist rat ion, Beijin 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is ar ticl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n the dist ribut ion o f Oncomelania, the middle-parasit izeder

of schisto some, the changing by eco log 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w ater level, vegetation and climate, re-

sulted from key pr ojects such as T hree Gorges Project , the re-submerging part icular po lders and the South-

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 An analy sis to change trends of schisto som iasis- infected reg 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Oncomelania nor thing dist ibut ionally predicted that these regions have the potent ial risks o f

schistosomiasis, combined w ith the area of Oncomelania have increased signif icantly , w hile the overall situ-

at ion is st ill sev ere.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w orks on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chistosomiasis re-

search inf luence, mainly local invest igat ion reports and for ecasts on the basis o f the existing w orks on the

prevalence o f schisto som iasis may af fect the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w ill take t ime to verify.

T herefore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using RS and GIS techno logy to monitor changes in the analysis o f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 ic changes and further study the r elat ionship between these chan-

ges and spr ead of schistosomiasis, at the same t ime, areas implementat ion of the pro ject should increase the

areas o f the masses o f self-protect ion aw areness and ability, combined w ith forest ry , w ater conservancy pro-

jects that have t ransfo rmed the environment .

Key words: key pr ojects; Oncomelania; dif fusion;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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