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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安徽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中国

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云南省大理州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学年、陈家旭、张世清、焦建明、刘金明、方文、顾伟、刘榆华、周岩、熊

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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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形吸虫病诊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片形吸虫病的诊断依据、诊断原则、诊断和鉴别诊断。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片形吸虫病的诊断。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片形吸虫 Fasciola spp. 

复殖目片形科片形属吸虫，寄生人体的片形吸虫主要包括肝片形吸虫（Fasciola hepatica）和巨

片形吸虫（Fasciola gigantica）（参见附录A）。 

2.2  

片形吸虫病 fascioliasis 

由片形吸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疾病，包括片形吸虫童虫在腹腔和肝脏实质中移行所造成的急性期

损害，以及成虫寄生于胆管内所致的以胆管上皮增生、胆管及胆囊炎症等为主的慢性期损害。 

2.3  

无症状感染者 asymptomatic case 

体内有片形吸虫寄生而无明显临床症状和体征者。 

2.4  

片形吸虫病流行区 fascioliasis endemic area 

存在片形吸虫的中间宿主（小土蜗等椎实螺科淡水螺），且当地有人和/或牛、羊等反刍动物感染

片形吸虫的地区。 

3 诊断依据 

3.1 流行病学史 

有在流行区生活、工作、旅游史，且有生食水生植物或饮用生水史（参见附录B的B.1）。 

3.2 临床表现 

3.2.1 急性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