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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５０年,山东省就开始进行了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消除了黑热病、丝虫病,并即将消

除疟疾.有效控制了绦/囊虫病和肠道寄生虫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一次文献资料,成为了疾病防治和科学研究的

重要信息资源,具有极高的开发和利用价值,为此编纂了«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内容包括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资料

汇编,山东省丝虫病防治与研究(初稿),苏鲁豫皖鄂联防十年经验交流资料选编及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等,叙述

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山东省在人体寄生虫病防治中采取的措施、方法及取得的成就.该文献的完成为山东省寄生虫病的防

治保留了完整的珍贵资料,为寄生虫病的防治提供了探索路径,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山东省寄生虫病防

治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该文献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可供临床及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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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andsignificanceofliteratureon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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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１９５０,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parasiticdiseaseshasbeencarriedoutinShandongprovince．After

yearsofunremittingefforts,filariasisandleishmaniasiswerefinallyeliminated,malariawasalsogoingtobeeradicated,and
taeniasis/cysticercosisandintestinalparasiticdiseaseshavebeeneffectivelycontrolled．Intheprocess,aseriesofliteraturehas
becomeanimportantinformationresourceforscientificresearchandforpreventionandcontrolofthosediseases,therefore,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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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reportandsoon．ThepreciousdataintegrityprovidesapathtoexplorethepreventionandtreatmentofparasiticdiseaＧ
ses,andprovidesthetheoreticalbasisforscientificresearchinthefuture．Theliteratureisrichincontent,andthedataisdeＧ
tailed,whichcanbeusedforthereferenceofparasiticdiseaseprevention,clinicaltreatmentandother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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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包括两部分,文献资

料主要包括各种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汇编和«山东

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简称«年报»),由于研

究工作的需要«年报»又被制作成了电子数据库.这

些文献均为一次文献资料,是山东省６０多年在寄生

虫病防治和科研取得成就的历史结晶.据流行病调

查,在山东省流行的寄生虫病有３０多种,尤其黑热

病、丝虫病、疟疾、华支睾吸虫病、猪带绦/囊虫病的

危害最为严重.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制定了«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把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黑热病、钩虫

病５种主要寄生虫病列入限期消灭的９种疾病之

中,这几种寄生虫也被称为老五大寄生虫病.血吸

虫病在山东省没有流行,因此,我省即把黑热病、丝
虫病和疟疾确定为我省寄生虫病的防治重点.经过

６０多年的大力防治,山东省分别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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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８８年在全国率先基本消灭了黑热病、丝虫病

和疟疾,取得了全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三连冠”.

１　山东省寄生虫病专题文献资料

１．１　«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资料汇编»　收集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防治工作文献３４篇,于１９６２年出

版,为内部资料.«黑热病学»由王兆均、吴征鑑主

编,１９５６年９月出版,两部文献详细记载了山东省

黑热病防治始于１９５０年,全省１３５个县市区有黑热

病流行,约有１８万病人,犬是保虫宿主之一,但传染

源主要还是人源型,即黑热病患者.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山东省治疗的黑热病患者为２４５０４３人,治愈率

达９１．６％,但有７．４％复发病人,这些病人继续第二

疗程治疗,合并治愈率高达９７．４％.全省平均患病

率３５０/１０万.其中,以泰安、临沂、文登、莱阳、昌
潍、胶州、济宁７个专区所属各县市为最严重;菏泽、
聊城２ 专区次之,德州、惠民专区疫情最轻.自

１９５９－１９７１年监测,全省患病率降至０．０１/１０万,

１９７１年以来未再发现新发黑热病人.«黑热病学»
对黑热病传播媒介,病原体利什曼原虫种别、形态、
生活史,病理、症状、临床诊断、实验研究、治疗、免
疫、传播机制、集体治疗、预防和传播媒介等诸多方

面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是组成我省

寄生虫病防治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１．２　«山东省丝虫病防治与研究(初稿)»　结集于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明晰了我国丝虫病被认知的历史,在
«诗经小雅巧言篇»(公元前７２２年)有“既微且

尰疏曰骭疡为微,足肿之疾”、«左传成公六年»(公
元前４８１年)有“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沉溺重膇之疾”
和«吕氏春秋尽数篇»“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等古

籍中皆有记载.其中的“尰”:足肿病;“骭疡”:胫疮;
“膇”:脚肿;“躄”:跛脚.都是描述下肢橡皮肿临床

表现的.隋、唐以后,对丝虫病的晚期症状如淋巴

管/结炎、鞘膜积液、下肢、阴囊橡皮肿、乳糜尿等,渐
有较为近似的描述.关于丝虫病在山东省的流行年

代已难查考,因此病多为穷苦乡民所患,多不为医家

重视,医书亦少有记载,各县志记述缺如.清代魏之

琇«续名医类案»卷二十疝篇引宦游纪闻载:“辛稼轩

初自北方还朝,官建康,忽得疝疾,重坠大如杯”
辛弃疾山东历城人,曾转战山东兖、郓一带,抗击金

兵.这一地区为丝虫病流行区,就其临床症状为鞘

膜积液,如是,当为我省丝虫病最早记录.１９３１年,
冯兰洲论述丝虫病在中国分布时,说道“故中国滨海

诸省,北至山东,南至广东  皆有此种疾患”.

１９４４年Strong[１]也指出我国班氏丝虫病最北可延

及山东.１９５１年,山东省开始了丝虫病的调查工

作,有７４个县市有流行,流行区人口２８６０万[２],仅
班氏丝虫病一种,淡色库蚊为主要传播媒介.经过

多年防治,人群微丝蚴率由防治前的１３．２３降至

０１５％,实现了以行政村为单位,微丝蚴率降至１％
以下;患病率也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０％降至１９８６年的

０３１％[３];调查例晚期丝虫病住院患者,乳糜尿４２８
例、橡皮肿７６例、鞘膜积液２９例、混合体征者１８
例,治愈率均在９０％以上[４].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先后

在５０个县,调查１２１９６１９人,有慢性丝虫病体征者

１１２０７人,２００２年,共随访调查了１２６７０６３人,乳
糜尿患者１１１例、橡皮肿９１例、鞘膜积液１８例,总
患病率为０．０１７％[５].据１９５７年调查,全省７４个县

有微丝蚴阳性者和症状体征者共５００万人.１９８３
年经卫生部专家组考核,山东省流行区人群微丝蚴

阳性率降到０．０１％,达到了基本消除丝虫病的部颁

标准.

１．３　«山东省疟疾防治与研究»汇编　１９８８年７月,
主要包括疟疾流行与防治及专项研究等内容.１９６０
年全省疟疾大流行期间报告疟疾病例数为２６８万,
落实发病人数在５００万以上,涉及菏泽、济宁、枣庄、
临沂、聊城、德州等地市,发病率高达１０％的县市区

有４１个,涉及人口范围１９００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初的大流行,全省发病数据疫情报告为３２３万,落实

人数为４６０万,许多县市发病率再次高达４０％~
５０％以上,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防治技

术措施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采取“二根治一预防大力

灭蚊”,７０年代在服药工作中又发展为“两全”,即全

民休止期治疗和流行季节全民预防服药措施.到

１９７６年,全省疟疾的感染率降到１．９３％,１９８７年降

至０．１６/１０万.
在防治技术措施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采取“二根

治一预防大力灭蚊”,７０年代在服药工作中又发展

为“两全”,即全民休止期治疗和流行季节全民预防

服药措施.
在专题研究方面,分别从病原生物学、免疫学、

临床诊断、媒介生物学、蚊媒防制、抗疟药物使用、人
群流行病学监测、防治试点的开展进行了探讨和研

究,共辑文献６１篇.

１．４　«苏鲁豫皖鄂联防十年经验交流资料选编»　
１９７４年,为有效控制区域内疟疾大面积暴发流行,
大幅度降低发病率,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山东、河
南、安徽和湖北５省组织成立了疟疾联防,１９８４年３
月３１－４月４日,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在安徽召开了

苏、鲁、豫、皖、鄂５省疟疾联防１０年经验交流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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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编辑出版了«苏鲁豫皖鄂联防十年经验交流资料

选编».５省疟疾人数从联防前１９７３年的１３９９万

人,下降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０６万人,下降了９２％.其

中,收录山东省疟疾防治文献 １０ 篇.联防前的

１９７３年,山东省疟疾年发病人数１６９万余人,平均

发病率２４．８０‰.经过１０年的反复防治,到１９８３
年,全省发病９３２８例,平均发病率１．２５/万,较联防

前的１９７３年下降了９９．４５％,已无≥１％的县市.
山东省疟疾的发病和流行与多种自然和社会因

素有关[６].２０１３年,有境外输入性疟疾１３１例,以
非洲输入性病例为主,恶性疟为１１６例.居全省前

三位地市的有泰安３２例、烟台１９例、威海１７例[７].

２０１４年,输入性为１５０例,较２０１３年上升１４．５０％,
除１例为云南省的输入性病例外,其余均为境外输

入性病例.恶性疟１２１例、间日疟１６例、卵形疟９
例、三日疟４例.泰安４０例、烟台１７例、威海１３
例,分别占２６．６７％、１１．３３％和８．６７％,仍为山东省

输入性疟疾高发区[８].对山东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收

治的１２６例疟疾住院病例调查,恶性疟１１６,主要来

自非洲、间日疟８例,主要来自东南亚、卵形疟２例,
来自赤道几内亚,其职业为技术工人、农业生产者、
司机和野外工作者[９].经流行病学监测证实,自

２０１２年至今,山东省再无新发本地病例.山东省有

望于２０１８年实现全省范围内达到消除疟疾的目标.

１．５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　为山东省寄生

虫病防治研究所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用于和相

关业务单位间的交流学习.创刊于１９８４年９月,终
止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共出版４卷１４期.开设栏目有

论著、短篇报道、病例报道、综述等２１个,共刊登文

献４１６篇,其中,丝虫文献１０６篇、疟疾１００篇、华支

睾吸虫３４篇及蚊媒３６篇.涉及短小膜壳绦虫、美
丽筒线虫、异尖线虫、缩小膜壳绦虫、粪类圆线虫、长
膜壳绦虫、人体棘颚口线虫、结膜吸吮线虫、犬腹孔

绦虫、肠(人毛)滴虫、蓝氏贾第鞭毛虫等人体寄生虫

虫种３０余种,其中有许多罕见的小虫种.医学昆虫

媒介包括了中华按蚊、伊蚊、库蚊、白蛉等,昆虫寄生

虫蠕形螨、蝇蛆病等.并对药物乙胺嗪、喹宁、吡喹

酮人体驱虫和媒介消杀药物甲嘧硫磷进行了介绍,
便于加强指导基层临床、防疫人员正确使用.

２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数据库

２．１　数据库收藏文献的形成时间　该数据库制作

于２００７年,分为两部分:１９５６－１９７９年为第一部

分,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为第二部分.亦即山东省寄生虫

病防治资料数据库内容形成于 １９５６ 年,截止于

２００４年,４８年间以«年报»的形式连续出版,在全国

及省市县防疫机构交流.共收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

１２７０余份、４５００余万字,均为一次性文献,涵盖了山

东省几十年来在寄生虫病防治中病原发现、诊断、治
疗、实验研究及控制和消除的重要寄生虫病历程,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山东省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及其

成就.

２００７年«年报»被制作成了电子版数据库,数据

库的建立即以这些文献资料为基础,经过扫描、分
类、编目、整理,数据库可以由“书签面板”、和“缩略

图面板”转换使用,能够快速检阅所需文献内容.
«年报»汇总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间科研项目名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８６３ 计划下达任务 ５ 项;

WHO/TDR项目３项;全国疟疾专题委员会４项;
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４
项;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医科院和山东省寄生虫病

防治研究所１９５项.收录科研报告５９份,获奖项目

介绍５３份.

２．２　文献分类及数量　数据库中各种文献的数目

为:丝虫文献３８２篇、医学昆虫３３９篇、疟疾２９６篇、
黑热病５４篇、华支睾吸虫(肝吸虫)１０６篇、血吸虫６
篇、钩虫６篇、蛔虫２篇、猪带绦/囊虫７３篇、短小包

膜绦虫２篇、猪巨吻棘头蚴１篇、鞭虫４篇、并殖吸

虫(肺吸虫)１篇、姜片虫４篇、蛲虫１篇、肝片吸虫１
篇、蓝氏贾第鞭毛虫４篇、弓形虫２篇、猪旋毛虫１
篇、包虫２篇、其他肠道寄生虫３７篇.汇总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年间科研项目名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８６３计划下达任务５项;WHO/TDR 项目３项;全
国疟疾专题委员会４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山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４项;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医

科院和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１９５项.收录科

研报告５９份,获奖项目介绍５３份.

２．３　数据库文献资料的特点

２．３．１　从建所就有寄生虫病防治资料记载,文献资

料更具连续性、完整性　山东省的寄生虫病防治肇

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０年在泰安成立了华东军

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１９５４年,由临沂、
临朐两分所合并成立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１９５５
年３月,山东省丝虫病防治所在薛城成立,同年９月

迁址济宁.由于防治工作的需要,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黑
防所和丝防所合并为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所.１９７５
年,山东省的寄生虫病由防治转向科学研究并重,单
位名称改为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数
据库从１９５６年就开始了对防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出版,１９５６－１９９３年,黑热病、丝虫、疟疾、猪带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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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虫、肠道寄生虫、医学昆虫渐次成为防治和研究工

作的重点.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期间的文献,主要收录了有关寄

生虫病的科研项目,其任务下达单位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卫生厅、山
东省爱委会项目、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项目,还有数量

可观的本单位项目.文献内容为科研报告、历年获

奖项目介绍、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历年出版著作和

发表论文题录及获得的成果奖励.所有业务工作都

记录无遗,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

研究的概貌.

２．３．２　从各年代信息量的差异,反映寄生虫病防治

虫种的变迁　１９５６年,丝虫病的防治在各层面展

开,初期主要是探索丝虫病病原体的检测方法及药

物治疗、媒介控制.文献主要记录了山东省丝虫病

的感染情况调查、血检微丝蚴方法的探讨、卡苯胂、
异烟肼、中药红花紫草根复方治疗丝虫病的观察,鲁
西南地区蚊媒种群、分布、嗜血习性、活动规律及灭

蚊的实验研究.据１９５７年调查,全省７４个县有微

丝蚴阳性者和症状体征者共５００万人.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的丝虫病文献为１７３篇,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有９３篇,
与丝虫病的防治工作频度是一致的.

在疟疾防治方面,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山东省即

组织成立了疟疾调查队伍,一边培养大批疟防专业

人员,一边对疟疾流行情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收集文献３９篇,仅有１篇为沂蒙山

区的疟疾流行病学调查;１９５９年有文献４６篇,疟疾

为３篇.从１９５６－１９５６年文献记录显示,主要是对

丝虫病和蚊媒的调查、防治.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的８８
篇文献中,疟疾仅４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

初,受政治运动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流动性人口剧

增,山东省也因此发生了两次疟疾大面积暴发流行,
疟疾的防治资料亦陡然增加,共收录１７６篇文献.

２．３．３　从对疾病命名,反映学科整合过程和取得的

防治成就　在寄生虫病防治中,也存在一个对学科

和虫种再认知过程,从栏目分类称谓上就能反映学

科的融合和认知的进步.比如,对于蚊类,１９６０年

前,栏目词条仅仅是简单地用淡色库蚊、中华按蚊

等,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的年报就开始分门别类地编目,
把疟疾、丝虫、黑热病、肠道寄生虫等作为每期年报

目录下的病种或词条.对蚊类的称谓也从某某蚊类

划归为媒介昆虫、继而有医学昆虫的词条.
疟疾被分为间日疟、三日疟、卵圆疟和恶性疟,

后３种疟疾在山东省没有流行,仅作为实验室研究.

丝虫也只有班氏丝虫流行,没有马来丝虫.从文献

资料的角度均把这些虫种、病种逐步细分开来,便于

查阅和研究.
肠道寄生虫也由单一虫种的描述,逐步分类为

肠道原虫、线虫等;随着防治工作的进展,大量虫种

被消灭,学科进一步融合,寄生虫的分类又出现了原

虫、土源性线虫、蠕虫、组织绦虫等词条.个别虫种

的称谓如肝吸虫被改称为华支睾吸虫、肺吸虫改称

并殖吸虫,命名与其生物学特性更一致、更科学;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钩虫也被细分为十二指肠钩虫和

美洲板口线虫两种.
山东省的肠道寄生虫主要包括钩虫、蛔虫、鞭

虫、蛲虫、华支睾吸虫、猪带绦虫等.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经过大力防治,在山东省部分县区调查,
有蠕 虫 ６ 种:十 二 指 肠 钩 虫 (９．４％)、美 洲 钩 虫

(３１％)、蛔虫(４４．４％)、鞭虫(３．９％)、蛲虫(５１．０％)
和华支睾吸虫(０．３％).在华支睾吸虫感染者中,主
要为１５岁以下儿童,第一中间宿主纹沼螺、长角涵

螺分布广泛,含有华支睾吸虫囊蚴的第二中间宿主

有麦穗鱼、克氏鲢鱼、史氏锯刺鳊、沙捶棒花、王氏鳑

鲏和赖氏石鲋６种.原虫５种:溶组织内阿米巴

(１３％)、结 肠 内 阿 米 巴 (４．１％)、哈 氏 内 阿 米 巴

(７８％)、布氏嗜碘阿米巴(１．４％)和蓝氏贾第鞭毛

虫(１０％).１９６２－１９９０年,全省调查１０７个县市区

有华支睾吸虫流行,人群平均感染率１．５％[１０].
蛔虫、钩虫、鞭虫、蛲虫和华支睾吸虫的感染率

分别为０．１５％、０．０６％、０．０９％、１．３７％和０．０４％[１１].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山东省共计调查１７市３４县、市、
区的１０２个乡镇、１０２个自然村的３４３８４名居民,肠
道寄生 虫 的 总 感 染 率 为 ３．５１％,其 中,蛔 虫 为

０４９％、钩虫０．１％、鞭虫２．５７％蛲虫３．２７％、华支睾

吸虫０．０１％.之后,采用阿苯达唑化疗１４１．１９万

人,显著降低了肠道寄生虫的感染率、感染度、多虫

种感染的现象均亦大幅下降[１２].
包虫病、绦/囊虫病、华支睾吸虫、并殖吸虫和旋

毛虫在上世纪９０年代被确定为新五大寄生虫病,

１９９９年,在山东省带绦虫病与囊虫病的重点疫区阳

信、齐河、高唐、临清、东营５个县、区１５个乡镇４３
个行政村调查了６９８６户,３１１２４人,人群的绦虫感

染率为３．２/万,囊虫感染率为５．１/万[１３].

２．３．４　从文献数量的增减,反映寄生虫病防治的成

果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疟疾曾有过大流

行,２０年间,«年报»收集疟疾文献１７６篇,８０年代在

５－１０篇左右,也就是这个时期,山东省的疟疾流行

态势被控制.上世纪５０－９０年代,丝虫病文献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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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也反映了丝虫病在山东省流行的消长趋势,９０
年代后期,每年的文献从个位数,减少至零,丝虫病

在山东省被消除.由于山东省在１９５８年即消灭了

黑热病,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年报»开始收集有关山东

省黑热病的资料,只有５４篇,都是针对防治后期的

流行病观察、实验室研究等,已经没有了病原学的防

治内容.

２．３．５　从文献数量反映工作重心由疾病防治转向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数据库中寄生

虫病的文献内容由防治转向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

养.几十年来,共开展科研课题２６０余项,获得各级

科技成果奖１００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
等奖５项,全国科学大会奖２项,省、部级成果奖３０
余项,厅院级奖励６０余项.这些成果为山东省乃至

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撑.还收录了科研

报告９０篇,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１４７篇,获奖项目

介绍３７篇等.防治监测手段也由过去单一的病原

学检测,转向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多种技术诊断措

施,寄生虫病的检出率更加准确、方便和快捷.研究

生培养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人才优势,目前,已经成

为了寄生虫病防治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３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的意义

３．１　为山东省寄生虫病的防治保留了完整的文献

资料　防治前,寄生虫病的流行给山东省人民带来

了沉重灾难,黑热病、丝虫病、疟疾等寄生虫分布全

省１００多个县、市、区,受威胁人口达３０００多万.每

年有无数人被寄生虫病夺走生命,人民健康状况苦

不堪言.山东省首先列入防治重点的是黑热病,在
原黑热病流行的重疫区泰安开展了传播媒介白蛉的

监测,在７个调查点,分为人房、院墙、大门过道、畜
舍、庙宇、涵洞、悬挂捕蛉纸等１６４个处(点),均未捕

捉到白蛉[１４].１９６２年即结集出版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

期间黑热病防治的文献资料«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

究资料汇编»;丝虫病和疟疾及其他寄生虫病的防治

时间基本一致,并在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山东省丝虫

病防治与研究(初稿)»,形成了山东省丝虫病防治研

究的第一部一次文献资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苏、鲁、
豫、皖、鄂疟疾联防十年经验交流»和１９８８年«山东

省疟疾防治与研究»编印出版.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年报»,则从１９５６

－２００４年,连续编辑出版了４８年,并于２００７年制

作成数据库,可以方便、快捷地查阅下载所需文献.
这一系列文献完整、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山东省寄生

虫病的防治过程,形成了一条科学的、可重复的信息

链,是一笔宝贵的疾病防治与研究财富.

３．２　为寄生虫病的防治提供了探索路径　在文献

«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概况»一文中显示,在１９５０
年开始防治黑热病初期,对其传播媒介白蛉的扑灭

方法尚缺乏经验.经过一系列探索,采取于每年的

５月中下旬用“六六六”喷洒黑热病和疑似黑热病病

人居住环境;在治疗上采用山东省新华制药厂的葡

萄糖酸锑钠.诊断方法上,也通过多种实验,最终确

定髂骨穿刺查找利什曼原虫.
在丝虫病治疗方面,先后有多种方法,最后确定

乙胺嗪４．２g７d疗法,同时全民服用乙胺嗪药化食

盐,可以显著降低丝虫病的流行程度,并最早(１９５９
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微丝蚴降至１％为基本消灭

丝虫病的标准.
在疟疾防治上,明确了疟区性质,掌握了疟疾流

行规律和特征,制定了符合山东疟疾流行规律的抗

疟措施,并将疟区分层管理,创建并完善了防治技术

措施体系,控制了大面积流行,保护和提高了人民的

健康水平.

３．３　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山东省

寄生虫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从无到有,摸索开展,
最终消除了黑热病、丝虫病、并即将消除疟疾,控制

了肠道寄生虫病.这些方法和经验都是广大一线防

疫人员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探讨出来的.«年报»文
献资料显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防疫人员一边搞

现场防治,一边进行各种病理实验、药物实验和动物

实验以及手术治疗鞘膜积液、乳糜尿等的临床研究,
为后来各实验室的建立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４年后,我
所科研人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的质量越来越

高,近几年来,发表于SCI期刊的论文不断增加,且
论文的SCI影响因子亦越来越高,充分证明山东省

寄生虫病防治和科研能力都跨越了新的里程碑.

３．４　为文献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　通过

长达６７年的积累,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才得以

形成现在的信息规模,其特点是客观、真实、连贯、系
统.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数据和资料都未能

公开发表,获得业界公认,但这些文献的确是在几十

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科研

和防治价值,也为今后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
纵观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文献资料的内容,是

沉淀了数十年的防治、临床和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
尽管多为内部资料,却更凸显了一次文献资料的重

要价值,洋洋洒洒的几册汇编,虽然算不上煌煌巨

著,但必将载入我国的寄生虫病防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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