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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 《水工建筑物
水流脉动压力和流激振动模型试验规程》

等!项水利行业标准的公告

!"!"年第!#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批准 《水工建筑物水流脉动压力和流
激振动模型试验规程》（$%／&'#(—!"!"）等!项为水利行业标
准，现予以公布。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替代标准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

日水工建筑物水
流脉动压力和流
激振动模型试验
规程

$%／&'#(—!"!" $%'#(—!"'" !"!"—'!—'# !"!'—*—'#

!
日水利血防技术
规范 $%／&*'(—!"!" $%*'(—!"'' !"!"—'!—'# !"!'—*—'#

水 利 部
!"!"年'!月'#日

ht
tp

s:/
/w

ww.sl
zjx

x.c
om

    
水

利
造

价
信

息
网



前日日言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 《水
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对$%*'(—!"'' 《水利血防技
术规范》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章，主要技术内容有：
———水利血防规划；
———水利血防工程设计；
———水利血防工程施工管理；
———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调整了原标准堤防血防工程设计和灌排渠系血防工程设

计次序；
———对术语进行了修改完善；
———对水利血防规划、水利血防工程设计相关内容进行了修

改完善。
本标准所替代的历次版本为：
———$%／,*'(—!""#
———$%*'(—!"''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标准主编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长江水利委员会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金友日王家生日姚仕明日闵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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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斌日朱孔贤日刘同宦日谌力贞
李凌云日周银军日王日敏日柴晓玲
杨启红日宋红波日代日娟日周小莉
张日琳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侯传河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曹日阳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通信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号；邮政编码：'"""#*；电话：

"'" ：*!"+#**；电子邮箱：./0!123—456—78），以供今后修订
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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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Co总oo则

C"#"Co为推进水利血防工作，规范水利血防规划及水利血防工
程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充分发挥水利血防措施的防螺、灭螺
功能，控制和减少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孳生与蔓延，制定本
标准。

C"#"$o本标准适用于血吸虫病流行区水利血防规划及各类新建、
扩建、改建、加固的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与运行管理。

血吸虫病流行区其他对血吸虫病传播有影响的涉水工程和毗
邻流行区的非流行区水利血防措施可参照执行。

C"#"。o水利血防主要是在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通过
水利措施和防螺设施，阻断钉螺扩散途径，治理钉螺孳生的环
境，以达到防螺和灭螺的目的。

C"#"&o血吸虫病流行区水利工程的规划阶段、项目建议书阶段
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分析论证修建水利工程对钉螺扩散及血吸
虫病传播的影响。

C"#"'o编制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时，应具备水利工程所需的基本资
料，还应着重调查、收集血吸虫病流行区螺情、疫情和已采取的
水利血防措施等资料。

C"#"(o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应以所在地区的血
吸虫病防治规划和江河流域综合规划等相关规划为依据，做到充
分论证、科学防治、措施可行。

C"#")o含有水利血防措施的工程在规划、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时，应邀请血防专业人员参加。

C"#"*o水利血防措施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
高水利血防的技术水平。

C"#"+o水利血防措施应与相应水利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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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实施、同步投入使用。

C"#"C#o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o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C"#"CCo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与运行管理除
应执行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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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术oo语

$"#"Co血防o()*+(,-(-.+/(+()-0,1-2
血吸虫病防治。

$"#"$o防螺o314540,!"#$%&'(")(*+,&"-)-61-.71448+09/08
(314/8+09o

防止钉螺孳生扩散。

$"#"。o灭螺o42+.+0/,4!"#$%&'(")(*+,&"-)-/08148螺)4+,(
71448+09/14/

消灭钉螺，减少钉螺孳生面积。

$"#"&o水利血防措施o;/,41)-0(415/0)<.4/(螺14()-.7+048
;+,*()*+(,-(-.+/(+()-0,1-2

为防螺、灭螺而采取的水利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o沉螺池o(4,,2+097/(+06-1!"#$%&'(")(*+,&"-)-
沉积和拦截水流中钉螺的建筑物。

$"#"(o拦螺墙o;/226-172-)=+09,*48+66螺(+-0-6!"#$%&'(")(
*+,&"-)-o

沉螺池中用于拦阻携带钉螺的漂浮物的墙。

$"#")o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o;/,41+0,/=4(,1螺),螺14(61-.,*4
.+88242/<41;+,*-螺,!"#$%&'(")(*+,&"-)-

避开表层和底层有螺水体，从中层无螺水体取水的建筑物。

$"#"*o有螺高程线o/2,+,螺842+04(;+,*!"#$%&'(")(*+,&"-)-
有钉螺孳生的最低和最高高程线。

$"#"+o防螺平台o32/,6-1)-0,1-22+09!"#$%&'(")(*+,&"-)-
在堤防两侧按照防螺、灭螺要求兴建的护堤平台。

$"#"C#o 防 螺 隔 离 沟 o8+,)*6-1-7(,1螺),+09,*434-324/08
2+54(,-)=61-.40,41+09,*4(0/+2*/7+,/,(

在洲滩区域为防螺、灭螺和防止人畜进入有螺区域而兴建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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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

$"#"CCo抬洲降滩o*4+9*,40+09-12-;41+0962--8+0932/,6-1
)-0,1-22+09!"#$%&'(")(*+,&"-)-

为防螺、灭螺而采取的抬高或降低洲滩高程的工程措施。

$"#"C$o开沟沥水o8+,)*+0981/+0(6-1)-0,1-22+09!"#$%&'(")(
*+,&"-)-o

在洲滩区域为防螺、灭螺而采取的开挖沟渠沥水的工程
措施。

$"#"C。o水淹灭螺o+0螺08/,+-06-1)-0,1-22+09!"#$%&'(")(*+灭
,&"-)-

在水位可以控制的区域为灭螺而采取的水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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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基 本 资 料

。"#"Co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应结合血吸虫病流
行区具体情况收集工程所在区域的以下基本资料：

———地形、地质、土壤和气象等资料；
———水系、水域、水文和河道等资料；
———农业、农作物和灌排系统等资料；
———洪、涝、旱等灾害治理资料，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土

地资源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资料。

。"#"$o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应结合血吸虫病流
行区具体情况收集工程所在区域的以下血防资料：

———血吸虫病防治规划资料；
———血吸虫病流行历史及现状资料，包括人群感染率和家畜

感染率等疫情数据；
———钉螺生态分布特征资料，包括钉螺分布区域、面积、高

程、密度和感染程度等螺情资料。

。"#"。o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应结合血吸虫病流
行区具体情况收集工程所在区域的以下水利规划及工程资料：

———水利规划资料；
———已建、在建水利工程的规模、布置、运行、防螺设施及

其效果等资料；
———拟建水利工程的规模、布置等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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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水 利 血 防 规 划

&"#"Co编制或修订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江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
与相关专业规划，均应包含水利血防规划的内容。水利血防规划
可单列专章，必要时可编制水利血防专项规划。

&"#"$o水利血防规划范围包括血吸虫病流行区及钉螺可能扩散
到的区域。

&"#"。o水利血防规划应坚持下列原则：

Co水利血防规划与血吸虫病防治规划、流域 （区域）综合
规划、相关水利专项规划等统筹协调，全面规划。

$o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分类指导、综合治理、联防联控。

。o因地制宜，科学防治，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o以水系或以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为单元，从源头开始分
步分片治理。

&"#"&o水利血防规划应在已有规划和有关成果的基础上，针对
血吸虫病流行形势、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血吸虫病防治目标，
研究确定规划防治范围、规划目标及主要任务，提出规划方案。

&"#"'o水利血防规划方案，应在总结以往水利血防工作经验和
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论证比较后
选定。

&"#"(o水利血防规划的实施应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分区分
片集中治理。

&"#")o水利血防措施宜包括下列内容：
———沉螺池、中层取水、护坡、防螺平台、渠道硬化、开挖

新渠、抬洲降滩、填塘灭螺、防螺隔离沟、开沟沥水等
工程措施；

———调度管理、螺情监测和螺区管理等非工程措施。

&"#"*o水利血防专项规划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有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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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进行水利血防规划投资匡算。

&"#"+o水利血防规划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制定规划保障措施，进行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并开展规划风险
分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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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涵闸 （泵站）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Co从有钉螺水域引水的涵闸 （泵站），应因地制宜，修建防
螺、灭螺工程设施。

'"C"$o根据涵闸 （泵站）具体情况，防螺、灭螺工程设施可选
用沉螺池或中层取水等防螺建筑物。

'"C"。o涵闸 （泵站）防螺、灭螺工程建筑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要求：

Co建筑物位于水流流态平顺、岸坡稳定且不影响行洪安全
的岸段。

$o能适应河道 （渠道）流量和水位变化。

。o便于运行管理和维修。

'"C"&o涵闸 （泵站）至取水口渠段及取水口附近宜采取护坡等
措施防螺。

'"$o沉o螺o池

'"$"Co规模较小的涵闸 （泵站）工程宜采用沉螺池防螺。规模
较大的涵闸采用沉螺池防螺时，应进行充分论证。

'"$"$o沉螺池宜布置在涵闸 （泵站）消能设施的下游，由连接
段和工作段组成。

'"$"。o在满足设计引水流量和正常输水要求的前提下，沉螺池
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Co工作段的长度和过水断面面积，应保证钉螺能沉积在
池内。

$o与涵闸 （泵站）消能设施及渠道的连接合理、紧凑，少
占 （耕）地。

。o便于清淤和灭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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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沉螺池工作段的长度、过水断面宽度和过水断面面积，
根据涵闸 （泵站）的设计引水流量和钉螺的生物、水力学特性，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相关公式计算。

Co工作段长度，按式 （$（&（。 、）计算：

/0123／! （$（&（。 、）
式中o/———沉螺池工作段沿水流方向的长度，.；

2———沉螺池设计水深，.；

3———沉螺池的设计断面平均流速，.／(，可采用%（&%.／(；

!———钉螺的静水沉降速度，.／(，可采用%（%、.／(；

1———安全系数，可采用、（、可、（$。

$o工作段过水断面的宽度，按式 （$（&（。 &）可式 （$（&（。
。）计算：

：0（（6%2&）／2 （$（&（。 &）

）0：8&%2 （$（&（。 建）

%0)-,） （$（&（。 。）
式中o（———沉螺池横断面面积，.&；

）———沉螺池的水面宽度，.；

：———沉螺池的底宽，.；

%———沉螺池横断面的边坡系数；

）———沉螺池的边坡坡角，（，）。

。o工作段过水断面的面积，按式 （$（&（。 $）计算：

（09／3 （$（&（。 $）
式中o9———涵闸 （泵站）设计流量，.建／(。

'"$"'o沉螺池工作段的宽度与深度的比值应小于。（$。梯形断
面的计算宽度应为水面宽度和底宽的平均值。

'"$"(o沉螺池工作段底部高程应低于上游、下游渠道的底部高
程，高差应大于%（$.。

'"$")o沉螺池工作段底部与上游涵闸 （泵站）消能设施或渠道
可以斜坡连接，工作段末端应以垂直面或陡坡与下游渠道连接。

'"$"*o沉螺池上游连接段的上端宜设置、道拦污栅。沉螺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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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道拦螺墙。

'"$"+o拦螺墙的位置应设置在沉螺池工作段的上段，其顶部宜
高出沉螺池最高运行水位%（&.。墙体的中部、下部设过水孔
（管），其顶部高程宜低于沉螺池最低运行水位%（建.。

'"$"C#o沉螺池边墙顶高程应高于设计引水位，并设护栏。

'"。o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

'"。"Co对位于岸线较稳定，水源区的水深较大，进水口距主河
槽较近，且滩地较窄河段的涵闸 （泵站），可采用中层取水防螺
建筑物防止钉螺进入涵闸 （泵站）。

'"。"$o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可采取固定式或活动式进水口，进
水涵管可采用圆形、矩形或拱形断面，涵管与涵闸 （泵站）的连
接可采用密封或调压井的型式。

'"。"。o固定式进水口的顶板高程宜低于所在地最低有螺高程
线、（$.。

'"。"&o固定式涵管进水口宜采用喇叭形，并应设置消涡设施。

'"。"'o活动式进水口顶部高程，应随水位升降而变化，保持在
水面之下不小于、（&.，并应设置消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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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灌排渠系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灌排渠系时，应采
取防螺、灭螺措施。

("C"$o灌排渠系防螺、灭螺可采用下列工程措施：
———暗渠 （管）；
———开挖新渠；
———渠道硬化；
———沉螺池。

("$o暗o渠 （管）

("$"Co对灌排流量不大和含沙量较小的渠道，可选用暗渠
（管）。

("$"$o暗渠 （管）可采用箱涵、混凝土预制管或波纹塑料管等
型式。暗渠 （管）的断面尺寸、埋深等应按"#$%&''执行。

("。o开 挖 新 渠

("。"Co如原渠系钉螺密集，可根据规划，在改造和调整渠系时，
废弃旧渠，开挖新渠。

("。"$o对废弃的有螺旧渠，应进行填埋或灭螺处理。

("&o渠 道 硬 化

("&"Co对有螺渠道，应进行硬化处理。

("&"$o渠道边坡硬化范围，应上至渠顶或设计水位以上%（$.，
下至最低运行水位以下、.或渠底。渠底是否硬化，应根据渠道
建设要求和运行等条件确定。

("&"。o渠道硬化可采用现浇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块 （板）、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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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或砖砌等型式。

("&"&o渠道硬化表面宜保持光滑、平整、无缝。

("&"'o渠道硬化施工清除的有螺土，应进行深埋、药物等灭螺
处理。

("'o沉o螺o池

("'"Co在有螺渠系的两级渠道的连接处，宜修建沉螺池。

("'"$o沉螺池设计按$（&节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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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堤防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新建、改建或加固堤防工程时，应结
合堤防建设，采取防螺、灭螺措施。

)"C"$o根据堤防类型、洲滩地形、钉螺分布的范围与高程及河
道水位变幅等因素，堤防结合防螺、灭螺，可结合方案比选，单
独或综合使用下列措施：

———护坡防螺；
———填塘灭螺；
———防螺平台；
———防螺隔离沟。

)"C"。o堤防结合防螺、灭螺的措施，不得影响防洪安全，并采
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技术和方法。

)"$o护 坡 防 螺

)"$"Co堤防采取护坡措施时，应考虑防螺、灭螺的要求。

)"$"$o堤坡防护可采用现浇混凝土、混凝土预制块和浆砌石等
硬化措施，坡面应保持平整。坡面硬化的下缘宜至堤脚，顶部应
高于最高有螺高程线%（$.。

)"$"。o经过试验研究和充分论证后，可结合生态需求采用生态
护岸的形式。

)"。o填 塘 灭 螺

)"。"Co堤防管理范围内孳生钉螺的坑塘、洼地等，应结合堤防
加固予以填平。

)"。"$o填塘时，应先铲除塘周围厚%（、$. 以上的有螺土，堆于
坑塘底部，上覆厚%（建.以上的无螺土，并实施灭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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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防 螺 平 台

)"&"Co堤防两侧的护堤平台，应按防螺、灭螺要求，形成防螺
平台。

)"&"$o结合方案比选，可考虑适当加高防螺平台。平台的顶面
高程应高于当地最高有螺高程线%（$.以上。平台的顶面应规则
平整，平台临水侧坡面应进行护坡防螺处理。

)"'o防 螺 隔 离 沟

)"'"Co对堤防临水侧滩地较宽的堤段，在堤防保护范围以外可
修建防螺隔离沟。

)"'"$o防螺隔离沟宜规则、平顺，底宽建可、%.，深度根据淹
没水深要求确定，每年淹水时间宜保持连续'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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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河湖整治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整治河湖时，应采取防螺、灭螺措施。

*"C"$o河湖整治工程中，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采取抬洲降滩、
滩地平整、防螺隔离沟、护坡、开沟沥水、水淹灭螺等防螺、灭
螺措施。

*"$o具 体 措 施 规 定

*"$"Co抬高后的洲滩顶面高程，应高于当地最高有螺高程线

%（$.；降低后的洲滩顶面高程，应低于当地最低有螺高程线。

*"$"$o防螺隔离沟的布置与设计，按A（$节的规定执行。

*"$"。o河道护岸工程和固滩建筑物的护坡防螺工程设计，可按

A（&节的规定执行。

*"$"&o在较宽的有螺洲滩，可开挖沥水沟。沥水沟应由横沟和
纵沟组成，呈井字形分布。沟深和沟宽宜大于、.，沟间距宜为

&%%可。%%.，纵沟应与湖泊最低水位连通。

*"$"'o在水位可以人工控制的水域，宜采用水淹灭螺的方式灭
螺，水淹灭螺区域每年淹水时间宜保持连续'个月以上。

*"$"(o河道整治工程的有螺弃土应集中堆放、平整表面，并进
行灭螺处理。

*"$")o在涉及血吸虫病流行区河湖连通工程及支汊控制工程时，
应采取水利血防措施，防止钉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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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饮水血防工程设计

+"#"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新建、扩建和改建饮水工程时，应采
取水利血防措施，防止钉螺输入或扩散到饮用水源和输水通道。

+"#"$o新建饮水工程应选择无螺的地表水或地下水作为水源。

+"#"。o从有螺水域取水的已建饮水工程，应更换水源，或采取
保证供水安全的防护措施。

+"#"&o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饮水工程应采用管道输水。

+"#"'o对血吸虫病流行区有饮用水供应功能的蓄水塘堰应加强
水源保护，采取防螺措施。

+"#"(o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水井应砌筑井台，加设井盖。井台的
高程应高于当地的最高内涝水位。井的四周宜设置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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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水利血防工程施工管理

C#"#"Co水利血防工程施工，应根据工程所在区域的钉螺分布状
况和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制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避免参建人员被感染。

C#"#"$o应对水利血防工程参建人员进行血防宣传教育，普及血
防知识。

C#"#"。o必须接触疫水的水利血防工程参建人员应使用预防药品
和防护器具等预防措施。

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施工，应采取措施，保障参建人员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安全，同时设立醒目的血防警示标志。

C#"#"'o水利血防工程施工结束后，应组织有疫水或可疑水体接
触史的参建人员到当地血防部门进行病情检查。

C#"#"(o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资料应与水利工
程档案资料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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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

C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制定运行管理规章制度
及运行调度方案，采取预防措施。

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对运行管理人员进行血
防宣传教育，普及血防知识，在管理范围的相关部位设立醒目的
血防警示标志。

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人员应使用预防药品和防护器具
等预防措施。

CC"#"&o在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区，应采取措施，保障运行管
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安全。

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做好血防工程设施的维护
工作，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CC"#"(o水利血防工程应根据防汛要求，制定相应的度汛方案。

CC"#")o水利血防工程投入运行后，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收集工
程所在区域的螺情和疫情资料，评估工程的防螺、灭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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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严o格o程o度

必须

严禁
o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应

不应、不得
o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宜

不宜

o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这样做

可 o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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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水利血防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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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总oo则

C"#"Co水利血防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结合堤防建设、河道整治、
涵闸 （泵站）改造、渠系建设、安全饮水等水利工程建设，采取
各种水利血防措施，改变钉螺生存环境，防止钉螺孳生扩散，减
少了血吸虫感染概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长期没有统一
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影响了水利血防规划和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水
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水利血防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因此，制定水
利血防技术规范，能使水利血防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
等都有标准可依，促进水利血防工作尽快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的轨道，充分发挥水利血防工程的综合效益。

C"#"$o血吸虫病流行区指有 （或曾有）钉螺分布，或存在当地
感染的血吸虫病人、病畜的地区，是水利血防工作的重点区域。
制定血吸虫病流行区水利血防规划以及各类新建、扩建、改建及
加固的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与运行管理需要有章可循、有规
可依，本标准的制定为开展上述工作提供了依据。

钉螺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自行孳生繁殖，也可通过涵
闸、渠系等涉水工程在区域内和相毗邻的区域间扩散，可能引起
血吸虫病的传播。因此，对于血吸虫病流行区及毗邻流行区的涉
水工程可参照执行。

C"#"。o由于各地条件不同，血吸虫病流行扩散的特点也不同。
因此，水利结合血吸虫病防治应根据当地血吸虫病流行特点，结
合水利建设类型，尤其要结合农田水利建设等采取综合措施，与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与湿地等生态环境的
建设与保护相协调。

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修建水利工程可能导致钉螺扩散，因
此有必要对工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

建&

ht
tp

s:/
/w

ww.sl
zjx

x.c
om

    
水

利
造

价
信

息
网



础上提出防止钉螺扩散的措施。

C"#"'o水利血防涉及水利和血吸虫病防治两个方面，因此，在
规划、设计阶段，既要收集水利工程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又要收
集流行区血防方面的资料。

C"#"(o水利血防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应依据所在地区血吸虫病防治规划，进行水利血防规划及水利血
防工程设计。

C"#")o水利血防涉及水利和血吸虫病防治两个方面，因此，在
规划、设计文件审查时，除水利专业人员参加外，应邀请血防专
业人员参加，对血防专业方面的技术进行把关，以使所采取的水
利血防措施更加完善、有效。在水利血防工程竣工验收时，不仅
验收其水利效益发挥的功能，同时也要验收其灭螺、防螺功能，
因此，除邀请水利等部门相关技术、管理人员参加外，还应邀请
血防专业人员参加。

C"#"*o以往所采取的各类水利血防措施虽然行之有效，但随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甚至出现
观念的改变，其中有些措施甚至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存在一定矛
盾，因此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办法，积极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提高水利血防的技术水平，促进水利建设与血防
工作协调发展。

C"#"+o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水利血防工程能与水利工程同
步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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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基 本 资 料

。"#"$o本条规定了水利血防规划和工程设计需要收集的血防方
面的资料。所指的工程所在区域的钉螺生态分布特征，包括钉螺
的外形、大小、生活习性、迁移和扩散等特点，是水利血防工程
设计和评估工程效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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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水 利 血 防 规 划

&"#"Co本条所述专业规划主要包括防洪、治涝、灌溉、供水、
河道整治、河湖连通、跨流域调水、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水产
养殖等各类工程规划。

&"#"$o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区水利工程建设可能导致钉螺扩散，
因此水利血防规划的范围，除需要治理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外，还
需考虑钉螺可能扩散到的区域。

&"#"&o水利血防规划需针对血吸虫病流行形势、自然环境、社
会经济、血吸虫病防治目标、血吸虫病防治现状等，分析水利工
程分布情况，以及新建水利工程可能带来的钉螺扩散风险，研究
确定规划防治范围、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统筹考虑水利工程建
设与湿地保护的协调，制定合理的规划方案。对于设置近期和远
期规划水平年的，宜以近期规划为重点。

&"#"'o由于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各种水利血防措施的适用范围、
效果也不同，因此水利血防规划方案应在全面总结以往治理经验
和教训的基础上，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论证后选定。情况复杂
的，可通过实地或室内试验等手段研究确定。

&"#"(o水利血防规划应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对病情严重、人
口密集的地区，钉螺分布源头地区，以及钉螺扩散影响大的地
区，先行实施。

&"#")o水利血防措施可应用于河流 （湖泊）综合治理、灌区建
设 （改造）、饮水等各类工程项目，其中河流 （湖泊）综合治理
工程宜采取护坡、抬洲降滩、防螺平台、防螺隔离沟、开沟沥水
等工程措施，灌区建设 （改造）工程宜采取渠道硬化、沉螺池、
开挖新渠、中层取水等工程措施，饮水工程宜采取水源地周边区
域护坡等环境改造、中层取水、管道输水一系列工程措施。

&"#"*o水利血防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和深度要满足 EF／G、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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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I。$《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规范》相关标准的要求，并依据相关部门现行颁布的有关规
定、办法、定额、费用标准等，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水
平，匡算水利血防规划投资。

&"#"+o水利血防工程具有水利和血防双重属性，规划实施具有
血防、水利、社会、环境等综合效益，一般主要从下列方面进行
规划实施效果评价：

（、）水利效益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工程采取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洪、灌溉、供水等效益分析，定量
分析可参考 HIA&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相关规定
进行。

（&）血防效益评价。针对规划区域钉螺分布，及其沿河流
（湖泊）、灌排渠道、水网扩散情况，分析工程实施后的防螺、灭
螺效益。直接灭螺面积为在堤坡、河滩、渠道等工程范围内通过
硬化、填埋有螺土层、建立防螺平台等措施直接杀灭钉螺的面
积；分析通过采取沉螺池、中层取水等工程措施，对控制钉螺沿
水系、渠系向下游及垸内扩散所对应的受益区域范围；并可进一
步分析防螺、灭螺对降低人、畜血吸虫感染等相关防病的效益。

（建）其他综合效益评价。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在多部门共同防治下，水利血防规划在改善血吸虫病
流行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同时，需分
析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组织、机制、投入、监督管理
等方面，研究制定水利血防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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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涵闸 （泵站）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Co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随水流扩散的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是钉螺粘附在枯枝残叶等水面漂浮物，随水流扩散；二是
钉螺依靠其腹足和口腔分泌的黏液，并借助水体的表面张力，倒
挂悬浮于水面，随水漂流扩散。当有螺河道 （渠道）的涵闸 （泵
站）向下游供水时，钉螺即以上述两种方式随水流进入下游用水
地区。在有螺河道 （渠道）引水涵闸 （泵站）修建控制性的防
螺、灭螺工程，可以有效地防止钉螺向下游无螺区扩散，控制血
吸虫病的流行。

'"C"$o沉螺池是用以沉集和拦截水流中钉螺的建筑物，一般修
建在涵闸 （泵站）的下游。根据钉螺在水流中因自身重量自水面
向下沉降的特性，在涵闸 （泵站）下游修建过水面积较大的沉螺
池，使沉螺池内流速较小，水流通过沉螺池时，使钉螺在沉螺池
中沉落，便于集中杀灭钉螺，从而有效地避免钉螺向下游扩散。

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是在河道中避开表层和底层有螺水体，
从中层无螺水体取水的建筑物。根据钉螺分布于水体的表层和底
层的特点，将涵闸 （泵站）的取水口置于水体的中层，可避免有
螺河道的钉螺随水流进入下游渠道。

'"C"。o涵闸 （泵站）防螺、灭螺工程建筑物的设计要考虑其上
游河道及下游渠道的流量与水位变化条件，才能保证建筑物的正
常运行和发挥其预期效果。

对于沿河修建的防螺、灭螺工程建筑物，应布置在岸坡稳
定，附近水域内水流流态平顺，无急流、漩涡等现象，以确保建
筑物的安全和具有良好的运行条件。防螺、灭螺建筑物与其上
游、下游岸线大致齐平，避免过于突出而影响行洪。

由于河道 （渠道）水流中一般均挟带泥沙，防螺、灭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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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设计需考虑必要的清淤措施，以保证建筑物正常运用。

'"C"&o涵闸 （泵站）上游引水渠、渠首河道如有钉螺孳生，可
能导致钉螺扩散至涵闸 （泵站）内，因此，上游引水渠、渠首河
道宜采取护坡等防螺措施。

'"$o沉o螺o池

'"$"Co以往修建的沉螺池一般都在小型涵闸 （泵站）（引水流量
小于、%.建）工程的下游，积累了较多经验；中、大型涵闸 （泵
站）工程由于流量较大 （引水流量大于、%.建），如修建沉螺池，
效果如何尚无经验，而且占地很大，因此，如采用沉螺池，应通
过模型试验等多种手段，分析论证其防螺效果。

'"$"$o沉螺池由连接段和工作段组成，沉螺池布置如图、所示。
涵闸 （泵站）的上游一般为滩地，水位变幅大，若沉螺池布置在
滩地上，汛期水流漫滩，泥沙淤积严重，钉螺仍可通过涵闸进入
渠道。因此，沉螺池不宜布置在涵闸 （泵站）的上游。

图Co沉螺池布置示意图

'"$"。o合理确定沉螺池的过水断面和长度，是确保钉螺能沉集
在沉螺池内而不致进入渠道的关键。沉螺池的布置型式及断面尺
寸应使其与上游、下游渠道具有同等的过水能力。在涵闸 （泵
站）上游或下游修建防螺、灭螺工程都需要占用部分土地，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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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尽可能在非农业用地修建；确需占用农业用地的，建筑
物布置也应紧凑，尽量少占地。由于渠道水流中挟带泥沙，沉螺
池的布置应便于清除沉积的泥沙和灭杀钉螺。

'"$"&o本条所述沉螺池工作段的长度、宽度和过水断面面积的
计算 （参照图、），应在按本条提出的公式计算的基础上，结合
工程所在地区的地形、地质及涵闸 （泵站）和渠道等条件最终
选定。

本条所述沉螺池设计断面平均流速，是指钉螺在沉螺池内的
起动流速，即钉螺在沉螺池底部保持静止不动的垂线平均流速，

其值与沉螺池水深和钉螺的外形、大小及其在池底吸附状态等因
素有关。

钉螺起动流速可按式 （、）计算：

301 :&

*
#(6#%

#（ ）%槡 ; *（ ）:
%

（、）

式中o:———钉螺的直径，.；

*———钉螺的高度，.；

#(———钉螺的容重，,／.建；

#%———水的容重，,／.建；

;———重力加速度，.／(&；

1———综合系数，其值可采用%（&&；

%———流速分布指数，其值可采用%（。。
根据实验室资料统计分析，沉螺池设计时钉螺起动流速采用

值要小于%（&.／(。具体可结合沉螺池实际条件分析确定。

本条所述钉螺的静水沉降速度，是指钉螺在静水中的沉降速
度，其值与钉螺的外形、大小及容重等因素有关。钉螺的静水沉
降速度可按式 （&）可式 （。）计算：

：级钉螺 （幼螺，*
:，&（%，螺旋数数。（$）

!： 0 ）:&（$

。'%$*%（$
#(6#%

#（ ）%
;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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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级钉螺 （中螺，&（%数*
:数&（$，螺旋数J。（$可A（$）

!$ 0 ）:&

&（。*
#(6#%

#（ ）%槡 ; （建）

oo%级钉螺 （大螺，*
: $&（$，螺旋数%A（$）

!% 0 &）:&

建*
#(6#%

#（ ）%槡 ; （。）

式中o$———水的运动黏滞性系数，.&／(。
螺卵的静水沉降速度可用式 （$）计算：

!0 。
A$%$

#<(6#%

#（ ）%
;:&

% （$）

式中o:%———螺卵的直径，.；

#K(———螺卵的容重，,／.建。
根据实验室资料统计分析，：级钉螺的静水沉降速度最小，

为%（%%D。可%（%建有$.／(。因此从偏于安全考虑，沉螺池设计时，
钉螺的静水沉降速度推荐采用%（%、.／(。

'"$"'o本条规定 “沉螺池工作段的宽度与深度的比值应小于

。（$”，目的是使沉螺池内的流速沿池宽分布较均匀，提高沉螺
效果。

'"$"(o本条规定 “沉螺池工作段底部高程应低于上游、下游渠
道的底部高程”，目的是防止沉螺池底部的钉螺进入下游渠道，
且便于集中灭杀。目前各地已建的沉螺池的底部与上游、下游渠
道底部的高差均大于%（$.。

'"$")o本条规定 “沉螺池工作段底部与上游涵闸 （泵站）消能
设施或渠道可以斜坡连接”，目的是使上游渠道的水流均匀扩散
进入沉螺池；沉螺池 “工作段末端应以垂直面或陡坡与下游渠道
连接”，目的是防止沉螺池底部的钉螺进入下游渠道。

'"$"*o拦污栅的作用是防止漂浮物进入沉螺池。若涵闸 （泵站）
已设置拦污栅，则不必重复设置。沉螺池内设置、道拦螺墙，目
的是拦截和集中水体表层的钉螺和漂浮物，提高防螺、灭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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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o拦螺墙的主要作用为拦截漂浮物和悬浮在表层水中的钉
螺，但拦螺墙的设置导致沉螺池中水流紊乱，不利于沉螺，因此
拦螺墙的设计在保证拦截漂浮物和表面钉螺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
水流的干扰。室内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钉螺一旦通过拦螺墙过水
孔，则会随孔后紊动的水流向上翻滚一定高度，若拦螺墙设置在
沉螺池的中、下段，过孔的钉螺可能由于沉降距离不足而漂向下
游渠道，因此拦螺墙应布置在沉螺池工作段的上段。根据室内试
验结果，拦螺墙布置在水流从沉螺池上游连接段向工作段扩散而
趋于均匀的地方为好，这样拦截漂浮物和钉螺的效果会更好。由
于钉螺一般存在于水体的表层和底层，因此，拦螺墙中、下部的
过水孔 （管）的顶部高程均宜低于沉螺池运行水位%（建.，以便
拦截钉螺，防止钉螺随表层水体进入下游渠道。对于水位变化较
大和灌排两用渠道上的沉螺池，为了增加高水位或排水时的过流
能力，一般采用浮式和活动式拦螺墙 （见图&）。

图$o一种浮式卡槽拦螺墙

'"$"C#o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保证人畜安全，并可防止沉螺池周
边泥沙流入池内。

'"。o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

'"。"Co本条规定中层取水防螺建筑物适用 “岸线较稳定，水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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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深较大，进水口距主河槽较近，且滩地较窄河段的涵闸 （泵
站）”，主要是为保证建筑物运行正常，便于清淤及减少工程投资。

'"。"$o中层取水防螺涵管的固定式进水口典型布置如图建所示。
涵管的进水口是采用固定式还是活动式，需根据水源区水位变
幅、钉螺分布高程、涵闸 （泵站）底板高程等因素分析选定。

图。o 固定式中层取水防螺涵管布置示意图

'"。"。o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引水时避开水体表层的钉螺、螺
卵和血吸虫尾蚴。最低有螺高层线可根据现场调查、水文资料及
卫生部门的相关资料等综合分析确定。

'"。"&o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固定式涵管进水口附近产生立轴
漩涡，将水体表层的钉螺和漂浮物卷入进水口内。可采用消涡梁
等工程措施来防止立轴漩涡产生。消涡梁等工程的布置和设计一
般通过试验或计算论证确定。

'"。"'o钉螺主要分布在水面至以下、. 范围内，考虑一定的安
全度，本条规定 “活动式进水口顶部高程，应随水位升降而变
化，保持在水面之下不小于、（&.”。为了保证水体表层的钉螺
和漂浮物不被卷入进水口内，因此，也需要设置消涡梁等工程措
施，来防止立轴漩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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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灌排渠系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o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钉螺可以通过灌排渠系向受水区及农田
区域扩散，因此新建、扩建和改建灌排渠系时，可采取渠道硬
化、修建沉螺池、暗渠 （管）输水、开挖新的渠道等措施防螺、
灭螺。

("$o暗 渠 （管）

("$"Co钉螺在无阳光条件下生存时间为&可建个月，渠道改为暗
渠 （管）可防止钉螺孳生。暗渠 （管）的长度和流速在渠系设计
时要一并考虑。

("&o渠 道 硬 化

("&"$o渠道水位变化范围内的边坡土壤含水率较高，并生长杂
草，适宜钉螺孳生，渠道边坡硬化后，钉螺不能存活。渠道最高
水位以上的边坡干燥，最低水位以下的边坡因常年有水，钉螺均
不能存活，因此本条规定 “渠道边坡硬化范围，应上至渠顶或设
计水位以上%（$.，下至最低运行水位以下、.或渠底”。

("&"。o渠道硬化的材料及型式一般选择现浇混凝土、预制混凝
土块 （板）、浆砌石和砖砌等，也可选择经论证能抑制钉螺孳生
的硬化材料。

("&"&o渠道硬化表面的缝隙，易长杂草，是钉螺的孳生地，因
此规定 “渠道硬化表面宜保持光滑、平整、无缝”。

("'o沉o螺o池

("'"Co为了防止钉螺从干渠向支渠扩散，做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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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堤防血防工程设计

)"Co一 般 规 定

)"C"$o护坡防螺是指在堤坡一定范围内，采用现浇混凝土、混
凝土预制块、浆砌石及经论证推广应用的新材料、新工艺等硬化
材料，沿堤脚向上直接铺成连续的覆盖式护坡，以破坏钉螺孳生
环境。堤坡硬化多适用于宽度较小且高程较低的外滩或无滩堤防
工程。

填塘灭螺是指将坑塘、洼地填平或抬高，改变环境，达到防
止或减少钉螺孳生的目的。

防螺平台是指在堤防临水侧，采用挖土或弃土沿堤脚向外铺
设一定范围高于滩地的平台，以防止钉螺孳生。

防螺隔离沟是指在堤防外滩开挖一条常年过流的水沟，防止
钉螺扩散至人畜经常活动的近堤区域，避免人畜进入外滩，避免
人畜粪便污染有螺环境。防螺隔离沟适用于外滩较宽的堤防
工程。

防螺平台和防螺隔离沟可以结合使用，如修建护堤平台的同
时，可利用取土的部位整理成防螺隔离沟。

)"C"。o在进行堤防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时，可能对当地的生态环
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可因地制宜地采用一些新的材料或工
艺，在不影响防灭螺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的影响。

)"$o护 坡 防 螺

)"$"Co由于堤防挡水，堤身临水坡土壤含水率较高，潮湿并生
长杂草，适宜钉螺孳生，故可结合护坡，采取坡面硬化措施，改
变环境，防止钉螺孳生，堤防坡面硬化断面示意图如图。所示。

)"$"$o堤坡硬化常采用现浇混凝土、混凝土预制块等型式，也
可采用经论证推广应用的硬化材料。“坡面硬化的下缘宜至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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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应高于最高有螺高程线%（$.”，目的是防止堤坡重新孳生
钉螺。

图&o堤防坡面硬化断面示意图

)"。o填 塘 灭 螺

)"。"$o钉螺在土层内的生存深度，冬季最深可达%（、。.。因
此，对孳生钉螺的坑塘、洼地等进行填平处理，可有效灭杀钉
螺。在填塘时，应先对塘、洼周围钉螺孳生环境进行药物处理或
铲除周围土层，深度超过%（、$.，铲除的有螺弃土应堆放于坑
塘底部，上面需覆盖厚%（建. 以上的无螺土，以达到灭螺的目
的，填塘灭螺断面示意图如图$所示。

图'o填塘灭螺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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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防 螺 平 台

)"&"Co由于取土，在堤防两侧往往形成地势低洼、大小不一的
坑凼，形成钉螺易孳生的环境，导致钉螺孳生扩散。而在新建、
改建及加固堤防工程时，因防渗和堤防稳定的需要，在堤防两侧
修建护堤平台，因此，应结合护堤平台的修建，形成防螺平台，
以防止钉螺孳生或减小钉螺孳生的概率和人畜接触血吸虫疫水的
概率。

)"&"$o确定防螺平台的顶部高程和宽度时，要考虑其对行洪的
影响程度。在不影响行洪的情况下，尽可能抬高防螺平台的顶部
高程，防螺平台的顶面应规则平整，避免形成新的坑凼，在平台
临水侧坡面应进行护坡防螺处理，以彻底消除钉螺孳生的环境。
防螺平台断面示意图如图有所示。

图(o防螺平台断面示意图

)"'o防 螺 隔 离 沟

)"'"Co修建防螺隔离沟的主要目的是滤干洲滩 （护堤平台）积
水，不利于钉螺孳生，防止人畜进入堤外有螺洲滩，降低人畜的
血吸虫感染率。由于在河道的滩地上修建防螺隔离沟，可能对河
势、防洪带来不利影响，而且防螺隔离沟容易淤积，因此防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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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沟在湖区较为适用。

)"'"$o防螺隔离沟的宽度可结合当地具体的条件论证确定，底
宽宜控制在建可、%.，每年淹水时间宜保持连续'个月以上，目
的是防止钉螺在隔离沟内孳生和存活。防螺隔离沟的工程量较大
时，也可采取护栏等措施，防止牛等动物进入有螺洲滩。图A为
防螺隔离沟和防螺平台结合使用断面示意图，在实际操作中也可
单独使用。

图)o防螺隔离沟和防螺平台结合使用断面示意图

'建

ht
tp

s:/
/w

ww.sl
zjx

x.c
om

    
水

利
造

价
信

息
网



*o河湖整治血防工程设计

*"$o具 体 措 施 规 定

*"$"Co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抬高后的洲面和降低后的滩面再
孳生钉螺。但必须注意抬高或降低洲滩顶面高程要满足河势稳
定、防洪安全及航道稳定等方面的要求。针对地形起伏较大、凸
凹不平、积水较多的滩地，可实施平整措施，从而达到减少积
水，控制钉螺孳生的目的。

*"$"$o由于防螺隔离沟可以阻止人畜进入堤外有螺洲滩，滤干
洲滩积水，防止钉螺孳生，因此湖泊洲滩整治时，可考虑采用防
螺隔离沟来防止钉螺在湖泊洲滩上孳生和扩散。

*"$"&o开沟沥水可降低洲滩表层土壤含水率，减少钉螺产卵数
量，影响螺卵的孵化。沥水沟的布置要适量合理，既满足洲滩沥
水需求又不增加工程量。开挖沟体要顺直平整，可预埋管道方便
进出洲滩。纵沟需与湖泊最低水位连通，保证排水通畅。

*"$"'o在水位可以人工控制的水域，例如汇流口处建闸的支流
或进、出口均建闸的汊道，可以考虑控制冬、春、秋季节的水
位，改变河道洲滩的钉螺生存环境，降低钉螺在春季的产卵率、
孵化率，增加钉螺在秋季和冬季的死亡率，从而达到减少钉螺孳
生和扩散的目的。

*"$"(o在护岸工程的削坡、裁弯工程的引河开挖及河道疏浚等
河道整治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均产生相当数量的弃土，弃土应集
中堆放、平整表面，以免洼地积水、生长杂草，形成新的钉螺孳
生环境。

*"$")o对于血吸虫病流行区河湖连通工程，要采取沉螺池、护
坡等形式防螺灭螺，防止钉螺的孳生和扩散。在修建支汊控制工
程时，需考虑控制工程的型式和规模，如在河道裁弯工程的老河
及堵支并流工程的支汊上端和下端修建堵坝，其坝顶高程需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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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洲滩顶面高程一致，可阻断支汊与大江水流连通和维持支汊
（老河）内水位基本稳定，防止钉螺扩散进入老河、支汊内孳生
钉螺。在支汊的上游、下游也可建闸，通过人工控制支汊内的水
位和调度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干扰钉螺生存繁殖的环境，从而达
到减少钉螺孳生和扩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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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饮水血防工程设计

+"#"Co饮水工程从总体上可分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两种方式，
具体可分为自流引水、泵站提水、塘堰蓄水和水窖集雨水等
方式。

+"#"$o饮水工程的水源包括水库、蓄水塘堰、山泉、水井、河
（溪）流等。

+"#"。o从有螺水域取水，可能导致钉螺的扩散和血吸虫病的传
播，为从源头对此进行控制，需更换为从无螺水域取水。若确实
不具备更换水源的条件，要根据当地具体条件选定相应措施以保
证供水安全，例如水源地周围硬化处理，采用中层取水或从河心
取水等。

+"#"&o钉螺在无光条件下生存时间为&可建个月，采用管道输
水，可防止钉螺孳生，还可避免水在输送过程中受到污染。

+"#"'o对血吸虫病流行区内具有饮用水供应功能的蓄水塘堰的
周边环境要进行保护和治理，以防止钉螺孳生进入塘堰。

+"#"(o宜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水井的四周设置排水沟，并使水
井井台高程高于当地的最高内涝水位，有利于井的四周保持干
燥，避免钉螺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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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水利血防工程施工管理

C#"#"Co水利血防工程施工过程中，参建人员有可能因接触疫水
而感染血吸虫病，因此，应根据工程所在区域的钉螺分布状况和
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结合工程实际，制定有关参建人员血防知识
普及教育、施工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预防措施等相关规定，明确
责任人，安排血防专项经费，并积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避免
参建人员被感染。

C#"#"$o水利血防工程涉及水利和血防两方面的工作，参建人员
不仅需具备水利及工程建设相关的知识，还需具备血防方面的知
识。因此应对水利血防工程参建人员进行血防宣传教育，普及血
防知识。施工监理人员承担工程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工作，为
更好履行监理职能，施工监理人员亦需具备相关的血防专业知
识，不仅监管施工环境是否满足血防的需要，同时对工程施工质
量进行把关，以便使水利血防工程达到防螺、灭螺的要求。

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从事血防水利工程的人员属血吸虫病
的易感人群，因此，在流行区作业时，必须接触疫水的水利血防
工程参建人员应采取穿戴防护用具、涂抹防护药物、口服已被卫
生部门确认推广应用的预防药物等预防措施。

C#"#"&o为尽可能减少参建人员感染血吸虫病概率，应对血吸虫
病流行区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进行改造。工作环境改造主要包括
平整施工场地的水塘和低洼地，人员活动区域有螺土的进行灭螺
处理，修建临时道路，药物灭杀水中的尾蚴等。生活环境改造主
要为临时住宿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并铲除周围杂草、对有螺的生
活区域的表层有螺土进行灭螺处理；将厕所设置在远离水源的地
方，使用三格式无害化粪池，并用药物灭杀粪便中的血吸虫卵，
避免人畜粪便污染水源；修建安全用水设施等。

在有血吸虫的施工、生活区域，应设立醒目的血防警示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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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以提醒参建人员注意防范。

C#"#"(o水利血防工程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严
格按照行业技术和质量管理标准，对水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
监理和验收等全过程实施管理，其资料应与水利工程资料一并归
档，以便工程运行管理工程中使用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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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

CC"#"Co为了防止运行管理人员在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感染血吸虫病，充分发挥工程的水利和血防两方面的功能，水利
血防工程管理单位，应制定工程的运行、维护、监测等方面的管
理办法和管理人员职责、纪律、注意事项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及工
程运行调度方案，采取宣传教育、预防服药、改善生活和工作环
境等预防措施，避免人员感染血吸虫病。

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人员长期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生活
和从事水利工作，为易感人群，血防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艰
巨。为了充分保护工程运行管理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防患于
未然，工程管理单位应定期和不定期开展血防宣传健康教育，普
及血防知识，提高职工自我防护能力和防护意识。在管理范围的
相关部位设立醒目的血防警示标志也可以起到明显的警示作用，
避免相关人员接触疫水，从而达到减少感染血吸虫病的概率。

CC"#"。o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从事水利工程管理的人员涉水频繁，
不仅是血吸虫病的易感人群，而且是急性血吸虫病的高发人群。
因此，运行管理人员如需接触疫水，则应采取服用预防药品、使
用防护器具等预防措施。

CC"#"&o在水利血防工程运行管理区，应采取措施保障运行管理
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尤其是居住和饮用水条件，减少人员接
触疫水概率，防止管理人员感染血吸虫病。

CC"#"'o水利血防工程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将会出现
不同程度破损，如涵闸地基不均匀沉陷引起地板断裂，钢结构老
化，坡面崩塌等，以及工程运行后沉落淤泥杂物等，均会影响工
程效益发挥。工程管理单位应及时维护、维修和更新工程设施，
包括沟渠、暗管、沉螺池、护坡等工程及其落淤物的清理，及时
进行灭螺处理，以及机电设施和建筑设施维修和更新等，确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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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水利血防功能。

CC"#")o水利血防工程投入运行后，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收集工
程所在区域的螺情 （钉螺面积、易感地带面积、钉螺密度、感染
性钉螺密度等）、疫情 （粪检阳性率、感染血吸虫病人数等）及
水文、气象、地理、人群生活生产活动情况等资料，加强与当地
血防部门沟通，分析水利血防工程的防螺、灭螺效果，为今后水
利血防工程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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