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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要 按照三峡工程现划
, 选择库区湖北 省境内淹没损失最重和搬迁人 口最多的林 门具归州镇和

《
称归县移民安置规

划 草 健 》选定的本县迁人地区茅坪乡的农村为观察对象
, 对其自然环境

、

环境 医学条件
,

水源卫生和人群健康等进行

了深人调查
, 同时测定了饮水碘

、

氟的含量
, 居室内丙种射线强度

, 利用血清流行病学方法检查茅坪
,

万和将要迁入

的 万人口的健康状况
。

调查得到 的大量监测数据为制定卫生规划和防病对策提供充分的医学 依据
,

关被词 长江三峡水利工程
,
称归县

, 移民卫生规划

三峡水利工程兴建影响湖北
、

四川两省中

” 个县 市
,

淹没城镇
、

村舍
,

要移民近百万人

口 在一定程度上讲
,

这是工程决策的制约因

素之一 埃及阿斯旺水坝修建使肝吸虫病
、

血

吸虫病漫延
,

工程效益受 到怀疑  总结我国

年来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经验
,

其中移

民安置工作存在的问题最为突出 常见移民不

适应安置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
,

且是 自然

疫源性疾病
、

虫媒传染病
、

介水传染病
、

地方病

等的易感人群
〔, 因此在三峡工程可 行 性 论

证中
,

不少环境科学家
、

预防医学家对此类问题

十分关注 通过 多年的调查工作
,

表明三峡

库区是流行性 出血热
、

肺吸虫病
、

钩端螺旋体

病
、

立克次氏体病等的自然疫源地以及多种地

方病的流行区  阐明移民搬迁区和安置区的

环境医学状况 饮用水源
、

住宅条件和当地居民

及移 民的健康状态 是制订搬迁区的卫生清理

措施
,

移民安置区卫生规划和除害防病对策的

基础工作
。

一
、

移民安置区现况调查

任何一种传染病或者地方病的发生及流行

均朽地理环境和人类生活条件有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因为致病生物的繁殖均需一定的光照
、

空

气
、

温度
、

湿度
、

营养等环境条件 由于地理环

境和人类物质生存条件在地球上的分布是极不

均匀的 如果移民安置区选在 自然疫源地
、

虫

媒传染病
、

地方病等流行区
,

或肿瘤高发区
、

逆

温天气多发区
、

缺水地区
、

洪涝灾害频发区以及

其他不利健康的环境因素
,

其危害往往是长期

的
、

积累性的
、

不易察觉的 一旦效 应 显 露 出

来
,

常常是灾难性的
,

经济损失巨大
,

社会影响

也是难以挽回的

一 株归县的自然条件

称归县地处鄂西 山 区 西 陵 峡 畔 位 于

北纬
“ ’

一
’ ,

东经
“

一
“

面积
, ,

地质构造属大 巴山断裂褶皱带
,

境

内地势险峻
,

群山环列 地貌类型可分为高山
、

半高山和低山
,

处中纬度亚热带大陆型季风区
,

气侯温和湿润
,

雨量充沛
,

光照充足 常年平均

气温 ℃
,

极端最高气温 ℃
,

极端最低气

温一 ℃
,

相对湿度 一 关
,

年降雨量 一
,

年均蒸发量  !
,

雾天多
,

年均

日照时数 植被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收稿 日期 年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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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区 山地多生长着次生林
、

人工林
、

灌丛草地
,

丘陵及低 山区多开垦为农田 主要

农作物为玉米
、

小麦
、

水稻等
,

经济作物盛产柑

桔
,

这种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野生动物
、

昆虫等

的栖息
、

繁衍

二 秘归县的移民情况

按长江办公室  年提供的资料
,

长江三

峡工程 方案将淹 没全县面 积 耐
,

占总面积的 多
,

房舍 间 涉及 个

乡 镇
,

个村
,

个村民小组 按 年

统计
,

全县将搬迁人口 人
,

占全县总人

口的 汤
,

按年增长率 痴
,

到 年将搬

迁 人 城关归州镇地处全县的中心
,

将

要搬迁 “ 人
,

占全镇 人 口 ” 多 房 屋

耐
,

占全城房屋面积 多 该镇计划

搬迁到离县城 茅坪 乡人烟稀少 的 农 村

两地基本情况是归州镇人口密度大
,

非农业人

口 多 而茅坪则相反
,

人 口密度低
,

农业人 口 占

多数

三 生命统计指标

解放以来
,

该县总的趋势是人 口死亡率大

幅度下降
,

由解放前 知 下降到 痴 平均

寿命由 岁上升到 年 的 岁
,

归 州 镇

人 口平均寿命为全县最高 人口 增长率一直处

于高水平达 一 痴 随着计划生育开展
,

近

年来有所下降 从归州镇
、

茅坪乡  一

年十年的人口 自然变动中可知
,

茅坪 出生率
、

死

亡率
、

自然增长率三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归州
,

属

于农村人口增长型
,

这与归州经济
、

文化
、

卫生

水平比茅坪 乡发达有关

株归县  一 年的 年中
,

流脑
、

钩

端螺旋体病等 种法定传染病都有疫情报告
,

总的发病率在 一 万之间
,

死

亡率在 一 万之间  年发现

例慢性血吸虫病患者
,

有外地疫区接触史 丝

虫病
、

夭花已消灭

现将   一 年归州
、

茅坪 两地传染病

发生情况分列比较见表

秘归县的医疗保健事业发展 很 快 截 至

”兮 年
,

每千人拥有床位 张
,

卫生技术人

科 学
·

,

表 , 一 年归州
、

茅坪传染病百分构成

麻疹

流感

百日咳

流脑

猩红热

痢 疾

病毒性肝炎

伤寒及副伤寒

疟疾

乙脑

钩体病

狂犬病

合计

燕不’ “
·

’ “ ,
·

…引……襄
一 …

一 。

一
‘

…
‘

·

, ’。 , ’
·

,

瓜…毛 …
一

一
一

, 。
一

’
·

。  , ’。
·

”

员 人
,

医生 人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
,

仍有一定的距离 归州镇的卫生设施水平比茅

坪乡高

四 饮用水源与介水传染病

调查表明
,

该县居民饮用水水源以大口 井
、

泉水
、

溪水为主
,

使用人数 占 多 用江
、

河

水占 全县有大小水厂 个
,

使用人

数不到 多
,

其 中只有 个水厂经过沉淀
,

个消毒处理 人均用水量每 日不足 归州

镇水厂自 年投产
,

日供水量约
,

饮用

人数约 万 近几年出厂水监测达 标 的 仅 占

外
,

水质

茅坪乡大部分居民取用河
、

沟
、

泉
、

井水
,

取

水点大多数在溪边
、

田边
、

村前房后
,

易受生活

污水
、

垃圾
、

农用化学物质等的污染 常可见到

井内杂物漂浮或沉积井底 由于用水缺乏
,

有

些居民用退田溪水洗菜
,

沾染病菌和寄生虫卵

是难免的 痢疾
、

病毒性肝炎
、

疟疾是归州镇和

茅坪乡的常见病
,

多发病
,

见表

从表 可知
,

痢疾发病率归州明显高于茅

坪
,

用间接血凝方法 对 份正常

人血清检测 结果见表 统计分析表

明两地感染率差异有显著意 义 茅

坪高于归州

五 蚊传疾病及流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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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
, 。 年两地传染病发病率 八 万 比较

病毒性肝炎

年 份

痢 疾 启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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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坪 H B认
‘ 检生结果 (19吕s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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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疟疾

稀归县常见传染 病
,

1
95

1一 1986 年 的 35

年间
,

年均发病率为 2
.
25 /万

.
全县 1952年和

1963 年发生两次暴发 流 行
,

发 病 率 分 别 达

38 4
.
2 4/万和 , 7

.
3 9 / 万

.
从表 2可 知

,
1 9 7 7 一

1986 年归州
、

茅坪疟疾发病率差异无 显 著 意

义
.

从 1983一 1987 年对 61
.
720 例发烧病人 血

涂片检查结果(见表 4)来看
,

不同月份疟原虫

检出率不同
,

5 一 8 月最高
,

这与蚊虫消长季节

一致
.
疟原虫的种类主要是间 日疟

.
影响疟疾

发病率除气象因素外
,

稻 田面积也很重要
.
移

民安置区茅坪乡
,

双季稻面积大
,

土壤中有机质

含量高
,

预测搬迁后
,

茅坪的稻 田面积还会扩

大
,

有加剧疟疾流行的可能性
.

表 4

月份

株归县疟疾血检按月从积统计衰

(1, . 3一 155 , 年)

血检人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l0

合计

32 81

6407

8 134

13324

l, 6 5 9

1, 7斗0

6 生7 2 0

、,

:

2
.

流行性乙型脑炎

称归县自 1951 年有 疫 情 报 告 以 来
,

以

1971 年发病率最高达 32/10万
,

年均发病率在

0. 33 一 16
.
32/10 万之间

,

总的趋势 是 下 降 的
.

1972 年茅坪乡暴发流行
,

发病 174 人
,

死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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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乙型脑炎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检检查人数数 阳性数数 阳性率〔% ))) 检查人数数 阳性数数 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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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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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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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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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 3 333 6 666 2 8

。

333

表 ‘ 归州
、

茅坪钩端螺旋体补体结合试验

赢赢赢
归 州州 茅 坪

’’

检检测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

\ ~ ~~~

检查 人数数 阳性数数 阳性率(% ))) 检查人数数 阳性数数 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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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l , 666 2 000 3 2

.
888

学学生生 22 222 l666 7
。

1 777 1 3 000 1 555 1 1

。

555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男男男 4999 666 12 。

222 4 444 l 222 2
7

。

333

成成人人 9666 888 10 。

444 3 666
888 2 2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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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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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弓弓 15
。

000

}}}}}}}}}}}

3 6
6666666

人
,

1 9 7 7 一1986 年的十年平均发病率为 3
.
6/ 10

万
.
每年 3一11 月均有发病

,
7 一9 月为高峰

.

对两地 568 份血清采用反向间接血凝抑制

试验侧定抗体的水平
,

结果见表 ,
.
统计分析

表明
,

茅坪阳性检 出率明显高 于 归 州 (尹 一

10
.
36 ); 学生与成人之间阳性率差异有极显 著

意义 ;男女性别差异无显著意义(矛一 2
.
5 1) ;两

地平均血凝抑制抗体滴度为 1:60
.
茅坪 乡 人

房内致倦库蚊为优势种
,

三带嚎库蚊为常见种
.

可见乙脑有流行的潜在条件
.

(六) 自然疫源性疾病与生态条件

1
.
钩端螺旋体病

株归县自 1963 年开始有本病记载
.
此后

每年几乎均有 发 生
,

1 9 6 , 年 发 病 率 最 高 为

”
.
03 /10 万

.
从地区分布看

,

茅坪的发病率不

仅高于归州
,

而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

其发病

率 占全县总发病率的 90
.
16 关

,

死亡率在 0
.
26 一

1
.
11八0 万之间

.
鼠类是一种与人类接触最多

的动物
,

无论是数量还是密切程度
,

都是任何一

种家畜不可比拟的
。

株归县有鼠类 8属 16 种
.

茅坪鼠密度较高
,

且黑线姬鼠
、

黄胸鼠为优势鼠

种
. 1972 年从采集的不同鼠肾分离培养

,

黑线

姬鼠的带菌率为 16. 7 呱
,

其次为小家鼠 2. 7 务;

而黄胸鼠和大家鼠为阴性
.
同年对猪

、

牛进行

血清学检查
,

带菌率分别为 45
.
8务

,
2 7. 2 务

.
可

见
,

鼠
、

猪
、

牛感染钩体病是相当严重的
.
在归

州镇
、

茅坪乡共采集 968 份人血清
,

用补体结合

的方法测定抗体水平
,

结果见表 6。 经统计分

析表明 : 茅坪乡明显高于归州
.
成人在 田里劳

动
,

接触疫水机会多
,

时间长
,

感染率高
.

2
.
肺吸虫病

对 5 个乡 7条主要水系及 11 条支流 进 行

调查
,

发现在海拔 20 一 1098m 的范围内均可见

到肺吸虫第一中间宿主泥泞拟钉螺和第二中间

宿主锯齿华溪蟹存在
,

并从中查出子雷蜘
、

雷尾

蝴和囊勤
. 1980 年对肺吸虫病流行状 况 调 查

表明 : 归州镇居民感染率为 1
.
91 务

,

茅坪乡为

7 30 外
,

差异有显著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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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地方病与水碘
、

水氟含量

1
.
地方性甲状腺肿

1979一 19 80 年普查地 方 性 甲 状 腺 肿 大

(简称地甲病)表明
:
称归县地甲病的患病率为

2
.
29并

,

其中二度弥漫型 占 95
.
5外
.
按规定患

病 率 低 于 3关 的不属于流行县
,

只有梅家河
、

磨坪
、

杨林和郭家坝 4 个 乡患病率高于 3多
,

为

轻病区
。

归州镇患病率为 1
.
53 并

,

茅坪 乡 为

2. 07 外
。

统计分析表明
,

茅坪乡患病率明显高

于归州 (扩 ~ 19
.
84 )
.
地 甲病流行与水

、

食物
、

土壤中碘的含量
、

海拔高度
、

地形等有关
.
从采

集的28 份饮用水源样品测定碘含量
,

归州镇 18

份水样碘含量在 0
.
60 一 5

.
80雌压 之间

,

茅坪 10

份水样
,

碘含量在 0
.
50 一8

.
64 邢/L 之间

,

经统

计分析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

茅坪高于 归州
.
归

州滇水碘均值小于 3雌/L
,

而茅坪高于 3雌/L
.

长期以来
,

株归县供应碘盐
,

经监侧碘能满足人

体的需要量 (100 雌/人
·

d

)

.

因此
,

地甲病对

移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2
.
地方性氟中毒

19 83年对全县 8一” 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

况调查表明
: 氟斑牙患病率在 35 沁 以上 的 有

69个村
。

茅坪
、

归州氟斑牙的患 病 率 分 别 为

23. 0务和 1
.
7 并均较全县低

,

茅坪患病率高 于

归州
,

病情也严重些
.
分析氟斑牙患病率差异

的原因 : ¹ 饮水中含氟量不同
,

茅坪水氟含量

均值为 0
.
39 m g/L

,

归州为 0. 24 m g/L
.
但都未

超过饮用水标准 ;º 归州居民有的家庭烧煤气
,

耗煤较少
,

且通风设备好
,

室内空气污染较轻
.

芽坪石煤资源丰富露天开采
,

且煤中氟和硫含

量高
,

燃烧造成室内污染重;» 归州居民多食用

国家供应粮
,

以大米为主
。

茅坪居民以自产粮

食为主
,

且有长期用煤
、

柴禾烘烤包谷
、

辣椒的

习惯
,

玉米中氟含量为 76
.
42m g压g

,

大米 1
.
47

m g/kg
,

辣椒面 17
.
som g/kg

,

茶叶 141
.
6om g /kg

.

可见
,

食物中氟含量高是茅坪 乡氟斑牙患病率

高于归州的原因
.

3
.
克汀病

地甲病流行区发生的一种先天性疾病
,

主

要健康损害表现为: 智力低下
,

身材矮小
,

听力

料 学 l , 卷 ‘ 期

语言障碍
.
1979一 1980 年在归州镇检查 17

,
4 3 2

人
,

未发现克汀病例 ;茅坪 44 102 人
,

发现有本

病 3 例患者
.

二
、

新城镇的卫生规划要点

挺 19 87 年 10 月株归县政府 《关于三峡工

程 175 m 水位方案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 规

划报告》
,

县城关归州镇因淹没将迁到茅坪 乡
水 .

按迁建规划拟分两个阶段实施
.
近期基础设施

以 2
.
5 万人口规模建设

,

移民房屋以 1
,

8 万人准

备
,

占地 3k m
Z ,

远期规划为 5 万人
,

占地达到

skm 2
.
新城建设目标是全县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中心和工业集中地
,

既有西陵峡风光
,

又有举世

瞩目的三峡大电站等
,

应建成面临大江
、

独居坝

区的旅游新城
。

( 一) 新城选址与规划布局

经过多方的论证
,

决定将归州镇迁建到茅

坪 乡的九里坪地区的剪刀鱼
、

郑家花园一带
,

南

起三坝溪
,

北至杨寺庙
,

西止金缸城
,

平均坡度

为 40 务
,

可供城市用地 sk耐
.
按高程主要分布

在 180 一30 om 之间
.
当茅坪防护坝建好后

,

尚

有 180 m 以下的少量可供建设的 土 地
.
高 于

30 0m 的地区则作为远期发展备用地
.
将来的

城区主轴线为南北向
.

按照规划方案新城将有南北两个中心
.
剪

刀鱼一带为主要中心
,

郑家花园为副中心
.
为

了开发库区旅游资源
,

利用水陆交通方便和地

势高差的优势为镇内居民生产
、

生活创造良好

的环境条件
,

尽量发挥临江城镇的风貌
.
为了

交通安全和减少环境噪声污染
,

公路干道避免

穿过市中心
,

尽量摆在城镇边沿
.
新城区在全

面绿化的基础上
,

配置园林小品和富有地方特

色的雕塑等增加环境美感与大坝风光协调
.

(二) 饮用水源问题

城市供水无论是水量还是水质都刘
、

城市发

展
、

居民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
.

目前
,

移民安置区的水源问题
,

尚不落实
.

茅坪镇内虽有一座自来水厂
,

但是大部分居民

肺归县移民局材料
,

1 蛇7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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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取用河
、

沟
、

泉
、

井水等
.
茅坪河本是该地区

的主要水系
,

年逸流量为 0. 78 亿m
”.

该河污染

严重
,

水呈黑色
,

表面浮有大量泡沫
,

有腥臭味
,

因每年接纳大量造纸废水和生活污水
.
河内不

见任何浮游生物和鱼类
.
鉴于上述情况

,

规划

中拟议在水库蓄水后取以大坝水为新城内的供

水水源
.
在城市上游将建 日产 3 万 吨 水 厂 一

座
,

并在求雨包建一个高位水池
,

以解决地势较

高地区的用水问题
.
生活用水量指标取 18oL /

人
·

d

,

工业用水设计为每 日 1 万吨
,

供水普及

率为 100 呢
.

排水问题
,

在充分利用山区地形条件下
,

拟

采雨污分流制
,

雨水以明渠暗沟汇流
,

分四处排

放
,

其中 3个在镇南就近排人茅坪河 ;东南 l个

直接排人流速小的水库内
.
生活用水和工业废

水由各区污水管道截流于干管后
,

送到镇东南

的污水处理厂
,

达标后再排人茅坪河的引流涵

洞
,

该厂处理能力为 2
.
3 万吨 /日

.

(三 ) 新城镇卫生事业管理规划

城市卫生事业是社会
、

经济和文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它关系到市民的身体健康
,

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
、

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图
.
卫生事

业规划与文化
、

教育等有所不同
,

它需有一定的

自然环境条件作基础
,

例如有良好的水资源
、

能

源条件
,

充足的住房用地和优越的地理景观等
,

不仅对未来城镇的建设管理投资有影响
,

而且

对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也起巨大作用
.

按照新城市规划
,

在执行三峡 水 库 蓄 水

17 5m 方案时
,

为了减少移民投资
,

保护千亩良

田和副食品生产基地拟在茅坪文昌 阁 筑 一 副

坝
,

故在 180 m 高程 以下仍规划有居民点
.
在此

范围内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将会升高
,

岩石中微

量元素溶出量可能增加
,

水的矿化度也会升高
.

九里坪属河川地
,

当地常年静风频率高达 46 多
,

夏天可能成为高温高湿环境
.
冬天居室会 出现

阴冷潮湿微小气候
.
因而

,

居民呼吸道疾病和

风湿病患病率可能增加 ; 衣服
、

家用杂物生霉
,

使其生活条件变得不方便
.
因此

,

新城镇规划

应尽量把居民区布置在 180 m 高程以上
,

低 洼

地区安排农副业生产和仓库
.

由于地理环境影响能量流的分布和 发 展
,

生物种群也呈现区域特点
.
称归县的 自然生境

为多种病媒生物提供了优越的繁衍条件
.
已发

现移民安置区病媒生物种类多
、

密度高
.
计有

蚊类 4 属 16 种
,

按蚊
、

库蚊为优势种 ;蟀蜡类有

3 科 4 属 , 种
,

寄生于牛
、

鼠
、

人等;蚤类 1 科 2

属 2 种
,

主要宿主为狗和黄胸鼠 ;蜡类 1 科 2 属

2 种 ;蛇类 2 科 3 属 6 种 ; 鼠类 2 科 4 属 6 种
.

已捕到淡水贝类 8 科 23 属 16 种 ;陆生贝类 12

科 31 属 6 种 ; 蟹类 n 种
.
这些生物种群均有

医学意义
,

其中有些就是疾病的媒介和宿主
,

且

是拟定移民安置区卫生规划中除害防病措施的

重要内容
.

总之
,

选择环境质量好的移民安置区
,

对移

民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
已证实

,

威胁株归县移

民健康的主要疾病有疟疾
、

钩端螺旋体病
、

肺吸

虫病
、

乙型脑炎
、

痢疾
、

地氟病等以及饮水卫生
,

安置区的环境污染
.
因此

,

在移民过程中必须

搞好安置区的卫生事业管理
,

铲除病媒生物的

擎生环境
,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

配备卫生技

术人员达到全国规定水平
,

做好移民预防接种
,

进出人员
,

食品卫生的检疫管理工作
.
严格按

照城市规划布局
,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

确保移民

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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