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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幼儿园全托班儿童肠道线虫感染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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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源线虫特别容易在群居的儿童中传染，儿童
感染后可以造成营养不良、过敏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为了解杭州市幼儿园全托班儿童土源线虫感染状

况，我们于２００６年４～６月抽样调查了杭州市５所
同时具备全托与日托条件的幼儿园，对５８９名儿童
进行肠道线虫调查，并给予比较分析。目前杭州市

尚无专门针对托幼机构儿童肠道线虫感染率的调查

报道，本文的调查结果将填补这一空缺。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选点与对象
按照不同地理位置，抽取杭州市东部、南部、西

部、北部及中部同时具有全托与半托条件的５所幼
儿园；设全托班儿童为观察组，每个幼儿园抽取２～
３个全托班儿童，选取相同年级和相近数量的日托
班儿童作为对照组；本次共调查５８５人，年龄在３～
６岁；其中观察组２９０人，男１５２人，女１３８人；对照
组２９５人，其中男１５８人，女１３７人。
１．２　定义

全托班儿童：指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２４ｈ寄托
在学校，由幼儿园阿姨和老师照顾小儿的生活和学

习，星期五下午接回家。（本次排除非正规的全托

班儿童，即不是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全部寄托在学校

的儿童）。日托班儿童：指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

上午由家长送小儿到幼儿园，白天由幼儿园阿姨和

老师照顾小儿学习和生活，近傍晚接回家，又称半托

班儿童。

１．３　方法
课题组工作人员均由医务人员组成，由儿科学

和寄生虫学专家对整个调查小组人员进行统一培

训、合理分工。调查前对各幼儿园保健科医生及园

长进行有关方面的沟通及业务指导，以教学班为单

位随机整群抽样检查。

１．３．１　粪便样本采集　　选用带盖的无菌痰培养
标本杯代替常规的粪便检查盒，全托班儿童为当天

早上新鲜大便，日托班儿童中少部分是前１ｄ晚上
留取的粪便样本，大部分为当天早上新鲜粪便；每一

份粪便样本同时采用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饱和盐

水浮聚法检查蛔虫卵、钩虫卵、鞭虫卵。

１．３．２　蛲虫样本采集　　全托班儿童基本在早晨
起床前完成采样；日托班儿童大部分是在幼儿园午

睡起床前采样，少部分是早上刚入幼儿园晨检时取

得样本。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蛲虫卵，一人抱

儿童取俯卧位，充分暴露肛门，另一人用长５ｃｍ、宽
１．８ｃｍ的透明胶粘贴肛门皱褶处多下，然后将透明
胶纸平整均匀地固定于载玻片上并编号。所有标本

收集送回本校寄生虫实验室检查。

１．３．３　结果判定　　见到蛔虫、钩虫、鞭虫、蛲虫任
一虫卵即为阳性标本，１人同时感染两种或两种以
上虫卵者均计为１例阳性。
１．４　统计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统计，进行卡方检验。

２　结果

观察组：全托班的２９０例儿童中，肠道线虫感染
５０人，感染率为１７．２％；对照组：半托班的２９５例
儿童中感染３１人，感染率为１０．５％，两组感染率统
计比较 χ２＝５．５５７，Ｐ＜０．０５，见表１。

·４８４·



第９卷第５期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

Ｖｏｌ．９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０７

表１　全托班及日托班儿童肠道土源线虫感染情况

组别 调查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各虫种感染人数（感染率％）

蛔虫 蛲虫 钩虫 鞭虫

对照组（日托班） ２９５ ３１ （１０．５） １９（６．４） １０（３．４） １（０．３） １（０．３）
观察组（全托班） ２９０ ５０ａ （１７．２） ３３（１１．４）ａ １３（４．５） １（０．３） ３（１．０）
合计 ５８５ ８１ １３．８ ５２（８．９） ２３（３．９） ２（０．３） ４（０．７）

　　ａ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５．５５７，４．４０４，均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虽然全国土

源性线虫感染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仍分

别相当于２０世纪６０和８０年代的日本和韩国的感
染水平，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及构建和谐社会

的要求不相适应［１］。幼儿又是肠道线虫的易感人

群。因为年龄小，生活自立能力较差，集体生活会

带来一些不卫生因素，吃、穿、住、行在一起，洗手

不及时，所用玩具用品混杂着玩，易造成线虫的感

染。

土源线虫常见有蛔虫、蛲虫、钩虫、鞭虫 ，它们

生活史比较简单，发育过程中不需要中间宿主，传播

方式主要经口，如蛔虫卵随粪便排出，由感染性虫卵

被吞食后，可以经过肝肺循环而感染宿主引起症状；

蛲虫病患儿可通过夜间肛门排卵经粪—口途径引起

自身反复感染外，还可通过虫卵污染周围物品或随

尘埃由健康小儿被动吸入引起间接感染［２，３］

本次抽样调查杭州市区５所幼儿园全托班儿童
的肠道线虫总感染率为 １７．２％，日托班儿童为
１０．５％，两组的感染率均低于卫生部２００５年公布的
全国的平均水平（１９．５６％）［１］，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经济水平和自我健康意识的提高及幼儿园的卫

生状况的不断完善，使得杭州市区幼儿园儿童肠道

线虫的总感染率大幅度下降。但观察组和对照组感

染率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
明儿童群居时间越长，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相对越高。

本次调查资料显示杭州市托幼儿童肠道线虫感

染以蛔虫为最高，其次是蛲虫。统计比较全托班和

日托班的蛔虫感染率，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
建议加强幼儿园中全托儿童的卫生保健管理，除了

对餐具、玩具定期消毒，小儿饭前便后洗手外，还需

提醒工作人员对瓜果蔬菜要认真、彻底清洗。本次

调查的蛲虫感染率低于我们调查前所预测的，观察

组和对照组蛲虫感染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这和每个家庭卫生保健意识提高有关，我
们从收回的调查问卷表中得知，大多数小儿每天在

家睡觉前能得到清洗身体和换洗内衣裤，我们也了

解到幼儿园全托班儿童，夜间必须由保育员对他们

常规盥洗才能上床入睡。这就使幼儿蛲虫自身重复

感染和幼儿间相互感染的概率明显下降。

土源线虫感染对儿童生长发育和智力发展可以

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大量营养消耗和损失，造成营

养不良、生长发育迟滞、夜眠不安、磨牙、过敏等症

状［４］。要降低托幼机构（特别是全托）儿童的土源

线虫的感染率，本文认为做好预防工作非常重要，必

须由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参与。应做到：①定期对
患儿及带虫者进行普查普治，对于全托儿童可每年

进行一次集体驱虫，以秋冬季为宜；②加强幼儿园的
卫生管理、改善卫生条件，对玩具，餐具等做到定期

消毒，保证幼儿做到人人饭前便后洗手，改变不良饮

食、卫生习惯，把住“病从口入”关，同时要加强厕所

及水源管理；③要重视健康教育在寄生虫病防治中
的作用，用通俗易懂的卫生知识教育幼儿，同时对幼

儿的家长也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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