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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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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理念。精准发掘思政元素并隐形渗透到教学环节是有效实

施课程思政的关键。回首寄生虫学教学38年实践,见证了严重危害国人健康的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以及血吸虫病从建

国前肆虐横行、生灵涂炭,到今天相继被消除或传播阻断,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的根本立场,体现了

一代代寄生虫人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高尚品质;发掘提炼其中的思政元素渗透到教学过程,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领悟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对党的崇敬,培养学生“四个自信”,教育学生以老前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学好

医学知识,为消灭寄生虫病,护佑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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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s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concept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t
 

is
 

the
 

key
 

to
 

accurately
 

excav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and
 

invisibly
 

infiltrate
 

them
 

into
 

teaching
 

links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
 

have
 

been
 

engaged
 

in
 

parasitology
 

teaching
 

for
 

38
 

years,and
 

I
 

witnessed
 

that
 

kala-azar,filariasis,malaria,and
 

schistoso-
miasis,which

 

seriously
 

endanger
 

the
 

health
 

of
 

Chinese
 

people,run
 

amuck
 

and
 

ravaged
 

live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d
 

now
 

they
 

have
 

been
 

eliminated
 

or
 

transmission-blocked
 

one
 

after
 

another,demonstrating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at
 

peoples
 

health
 

is
 

the
 

first
 

priority,and
 

embodying
 

the
 

noble
 

quali-
ty

 

of
 

the
 

generations
 

of
 

parasite
 

workers
 

making
 

silent
 

sacrifices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ntr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cavated
 

and
 

refined
 

from
 

it
 

can
 

infiltrate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which
 

will
 

imperceptiblely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inspire
 

their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respect
 

for
 

the
 

party,cul-
tivate

 

their
 

“four
 

self-confidences”,educate
 

them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ir
 

predecessors,live
 

up
 

to
 

their
 

youth,learn
 

medical
 

knowledge
 

well,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eliminating
 

parasitic
 

diseases
 

and
 

ensuring
 

the
 

health
 

of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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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授课模

式,以课程隐性思政的功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发掘思政元素,隐形渗

透到专业教学全过程是党和人民赋予每一位专业教师义不容

辞的责任,是培养医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效

途径,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和“四个自信”的重要载体,是关

系到未来十四亿国人健康与中华民族福祉的大事[1]。《人体寄

生虫学》是研究寄生虫形态、发育与繁殖规律,阐明寄生虫与人

体及外界因素相互关系的基础学科。回首38年寄生虫学教学

实践,始终把三尺讲台当作“立德树人”的主舞台,抓住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重大寄生虫病防治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寄生虫学

课程最重要的思政元素,也就是“育人元素”,隐形植入到教学

环节,使“课程思政”真正处于“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课

程传授过程。本文就教学过程中发掘提炼的思政元素,撰写成

文,与同行分享,旨在推动《人体寄生虫学》课程思政落实到每

位教师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

寄生虫病是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或地区重要的公共卫

生问题,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发展中国

家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相对滞后,寄生虫病的流行危害更大。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年提出重点防治8种热带病,其中

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利什曼病和锥虫病五种都是寄生虫

病。疟疾在108个国家流行,约32亿人口受威胁,2.12亿人患

病,尤其在非洲占发病人数的90%,儿童致死率居寄生虫病之

首。血吸虫病在78个国家流行,有2.18亿人感染,半数是学

龄儿童。淋巴丝虫病在54个国家流行,约9.47亿人受威胁,

致残人数达4
 

000万。利什曼病在全球97个国家流行,每年约

100万新发病例和3万死亡病例。锥虫病约数百万感染病

例[2]。

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建国前连年战乱、百
废待兴、缺医少药,多种寄生虫病曾常年肆虐,西方发达国家诋

毁国人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控制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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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1956年中共中央发布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

疾病”[3],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和丝虫病作为当时最重要的

教学内容均被列入其中。全国一盘棋,群策群力,普查普治,经
过不懈努力,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大见成效[4]。人源型黑热病从

20世纪50年代的53万人感染到1983年达到 WHO消除标

准,丝虫病由3
 

100万患者到2007年实现彻底消除,疟疾由3
 

000万患者到2021年实现消除目标,血吸虫病由1
 

200万患者

到2020年基本达到传播阻断。

我国寄生虫病从建国前横行肆虐、生灵涂炭,到今天有效

控制和彻底消除,隐藏了极其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寄生

虫学课程思政,使学生清楚地领悟到我国寄生虫病防控七十余

年取得的伟大创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社会主

义体制的优越;使学生明白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只有中国共

产党举国体制才能干大事,才能领导无往不胜的中华民族消除

寄生虫病,从心灵深处真正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培养学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发对共

产党的崇敬和热爱,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我

国寄生虫病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消除,也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寄生

虫人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人体寄生虫学科先后诞生了五位

院士,分别是寄生虫学鼻祖洪式闾[5]、黑热病先驱钟惠澜[6]、昆
虫学家冯兰洲[7]以及父女院士唐仲璋和唐崇惕[8],他们是我国

人体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为寄生虫病的有效控制和消除作出了

巨大贡献;鼓励医学生要以寄生虫学界老前辈为榜样,薪火相

传,发奋学习,把消除寄生虫病,护佑人类健康,当成自己的历

史使命。

1 黑热病是1958年我国第一个宣布基本消灭的寄生虫病

黑热病由经白蛉叮咬人体而感染致病,表现为皮肤发黑、

不规则发热、贫血、肝脾肿大以及全血细胞减少等临床症状。

曾广泛流行于长江以北广大农村,涉及16个省665个县,患者

达53万,由于得不到有效救治,疫情蔓延,造成大批人群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黑热病防治。1950年建立

县、乡、村三级防治网络,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流行分布情况呈

现三个特点:人源型分布在鲁南、苏北、皖北、豫东、湖北以及陕

西关中等平原地区,犬源型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川北、陕
北、豫西、冀东北和辽宁等山丘地区,自然疫源型分布在新疆和

内蒙古的荒漠地区。1951年组织基层医务人员成立防治小组

进行宣传教育和普查普治。人源型黑热病采用我国试制的特

效药葡萄糖酸锑钠治疗,取得满意效果,推行六六六或溴氰菊

酯等杀虫剂杀灭白蛉,阻断传播;犬源型黑热病在流行区扑杀

家犬,每年两次对家犬溴氰菊酯药浴,犬发病率显著降低;荒漠

型黑热病经大面积开垦日趋消灭[9]。历时八年努力,首战告

捷,1958年全国基本消灭了闻之色变的“黑热病”。1983年人

源型黑热病达到 WHO制定的消除标准。黑热病防控取得伟

大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医学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

大大增强了我国战胜寄生虫病的信心和决心。

钟惠澜院士作为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在黑热病研究中取

得了一系列开拓性成果[6]。首先证明了中华白蛉是黑热病的

传播媒介,提出了“胸骨穿剌”是黑热病早期临床诊断的有效方

法,发明了“钟氏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诊断黑热病,发现我国

存在淋巴腺型新型黑热病。他摸索出一套临床、现场和实验室

“三结合”的科研方法,其实就类同于现在病原体判定的“柯霍

氏法则”。他为了求证犬源性黑热病原虫可以感染人体,对夫

人李懿征医生实施了“人体实验”,首次证实犬源性黑热病可作

为人黑热病的传染源,推翻了西方学者当时认为的我国黑热病

传播只有“人传人”的错误论断,为我国后期黑热病防治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

山东省是1958年率先基本消灭黑热病的示范省,王兆俊

教授为黑热病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10]。新中国成立,他毅然

谢绝留美工作的机会,执意来到当时黑热病流行最严重的山东

从事防治研究。他提出“髂骨穿刺”是黑热病病原诊断安全有

效的好方法,替代了比较危险的“胸骨穿刺”,经过在全省的推

广使用,摸清山东135个县有黑热病流行,患者有20多万,占
全国患病人数1/3以上,这一新方法很快在全国推广使用。他

试制了高效、低毒、价低方便的“斯锑黑克”,替代了当时昂贵的

进口“五价锑”,成为新中国自己研发的黑热病特效药,治愈率

高达99%,在全国免费推广使用,大大加快了中国黑热病防治

进程。1958年,山东黑热病患病率已降至十万分之三,基本消

灭了黑热病,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提醒学生就当时的条件,在
一个省能消灭一种传染病,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属首创。

2 丝虫病是2007年我国又一个宣布消除的寄生虫病

丝虫病是蚊叮咬人而感染的寄生虫病,成虫寄生于淋巴系

统,以淋巴管(结)炎、橡皮肿、乳糜尿以及鞘膜积液为典型症

状,被 WHO列为世界第二位致残病因[3]。我国流行班氏丝虫

和马来丝虫,广泛分布于中部和南部16省864县,患者达3
 

100万,微丝蚴血症者有2
 

559.4万,3.3亿人健康受到威胁。

建国后的1956年,丝虫病防治工作全面启动,我国确定了以消

灭传染源为主导的普查普治对策,流行区经过反复查治,微丝

蚴血症患者服用安全易行效果好的乙胺嗪(海群生),全民推行

“乙胺嗪药盐”,收到很好的防控效果,人群微丝蚴率快速下降,

维持在1%以下。1983年山东率先实现全省基本消除丝虫病,

1994年卫生部宣布全国基本消除丝虫病。2007年 WHO审核

认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消除丝虫病的国家,为全球消除

丝虫病树立了榜样。

仲崇祜教授是丝虫病防治先驱者和探路人[10]。山东省因

流行严重成为我国丝虫病防治最先启动试点省,1955年成立丝

虫病防治所,仲崇祜教授便带着全家投入到丝虫病防治工作。

微丝蚴具有“夜现周期性”,夜间取血检查微丝蚴群众不配合。

每天入村取血只能在夜里21点~次日2点,打灯夜行,挨家挨

户敲门会打扰熟睡的村民,丝防队员被“尿罐子”砸是常事。因

此他晚上取血,白天查虫,还要抽时间科普宣传和说服教育,维
持普查顺利进行。确定口服“海群生”治疗微丝蚴血症的用量。

他从“食用碘盐”得到启发,配制“海群生药盐”用于全民普治,

微丝蚴率大大下降,取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全国推广使用为

我国丝虫病消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9年仲崇祜代表中国

出席 WHO召开的西太区与东南亚地区丝虫病研讨会,介绍中

国丝虫病防治经验。由他倡导的“海群生药盐”防治丝虫病和

以“阳性蚊媒”为监测指征发现传染源方法,被 WHO誉为“中
国的成功经验”。

《史宗俊:消除丝虫病造福子孙》是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出品的丝虫病专访录像节目[11]。1964年史宗俊深入浙

江吴兴县农村开展防治丝虫病,使发病率下降约95%,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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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丝虫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丝虫病在教学中已取消

多年,但永远不能忘记将青春和七十年全部精力献给丝虫病防

治工作的老一辈寄生虫人。

3 疟疾是2021年我国最新获 WHO认证达到消除的寄生虫病

疟疾是全球危害最严重的寄生虫病,广泛流行于热带和亚

热带,属蚊媒传播寄生虫病,表现为周期性寒战、高烧、多汗退

烧典型临床发病过程,反复发作可引起贫血、肝脾肿大、疟性肾

病,严重可引起凶险性疟疾导致死亡。我国三千年前甲骨文就

有疟疾记载,主要流行间日疟和恶性疟。在旧中国4.5亿人口

中有3.5亿受威胁,1
 

829个县有流行,约3
 

000万疟疾病例。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疟疾防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从控

制到消除经历了5个阶段,1949~1959年为重点调查与防治阶

段、1960~1979年为控制严重流行阶段、1980~1999年为降低

发病阶段、2000~2009年为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10~2020年

为消除疟疾阶段。在2009年全国疟疾发病数已大幅下降为1.
4万,仅有87个县疟疾发病率超过1/万,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已

具备从控制走向消除的条件。2010年我国启动了《中国消除疟

疾行动计划》,制定了以病例和疫点为核心的“线索追踪、清点

拔源”策略和“1-3-7”工作规范[12],科学开展除疟行动。2017年

实现零本土病例报告重大突破,2021年已连续4年无本地原发

感染病例,我国消除疟疾达到了 WHO认证标准。这一成果凝

聚着几代寄生虫人的努力,标志着我国卫生事业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

人类与疟疾的抗争经历了漫长岁月,2015年我国药学家屠

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获
 

。

1969年任中国
 

中药研究所科技组组长的她,接受了抗疟药研

发“523”项目这一特殊任务,她收集整理大量历代医籍、本草和

民间方药,汇编成册,经过成百上千次提取方法的失败与改进,

终于成功发掘抗疟特效药“
 

”和“双氢青蒿素”
 [13],以高效、快

速、低毒等优点先后获“国家发明奖”和“国家一类新药证书”,

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生命。

陈启军教授因与屠呦呦在相同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应

邀出席2015年
 

颁奖大会,并以“恶性疟原虫的免疫逃避机理”

为题做主题演讲。他是我国医学史上享此殊荣第一人,其学术

贡献主要包括利用单细胞分析技术阐明了疟原虫抗原的变异

机制;揭示了肝素治疗疟疾的药物作用机理;利用转基因技术

和重组蛋白质技术,克隆和表达了恶性疟原虫的粘附蛋白质;

绘制并标记出了整个恶性疟原虫基因组的变异基因图。他在

疟原虫生物学和疟疾发病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拓性

研究成果[14],分别发表在《Cell》《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权

威期刊,近八年连续入选
 

“中国高被引学者”。

4 血吸虫病在我国已经达到基本传播阻断,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

病在我国流行已有2100多年历史。人或家畜通过接触含

尾蚴的疫水经皮肤感染,成虫寄生于肝门静脉系统,产卵于肝

脏和结肠,早期以腹痛、腹泻和血便为主要症状,晚期诱发“虫
卵肉芽肿”导致肝硬化、腹水,表现为“腹大如鼓、骨瘦如柴”的
临床体征。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450个县曾

有血吸虫病流行,患者达1
 

200万,超过1亿人受到威胁;病牛

120余万头,钉螺面积148亿 m2。疫区人民贫病交加,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深

入血吸虫病疫区开展防治工作。江西省余江县作为重疫区,是

1953年首批派出医务人员进村调查防治的试点。1956年毛主

席发出“全党全民动员,一定消灭血吸虫病”的最高指示,余江

人民积极响应,首创“开新填旧、裁弯取直、土埋灭螺”新办法,

仅两年时间,消除血吸虫病大获成效。我国坚持“预防为主、标

本兼治、分类指导、综合防治、联防联控”的血防原则,先后实施

了以钉螺控制为主的消灭策略、以化疗为主的病情控制策略以

及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阻断传播策略[15]。我国成功试制治疗

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为病情控制提供了有力武器;研制杀

灭童虫新药—蒿甲醚和蒿琥脂,有效预防血吸虫病的发生,达

国际先进水平[16]。2008年全国实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目标,

2015年实现传播控制目标,2020年基本达到传播阻断,除江西

和安徽个别区县。2030年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的目标在我国已

经确定。

为扎实推进2030年消除血吸虫病战略目标,在纪念毛主

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之际,2018年中华预防医

学会牵头组织开展寻找“全国血防先驱”等活动,经过层层推选

评比,授予陈方之、李赋京、陈心陶、吴光、唐仲璋、苏德隆和毛

守白7人为“全国血防先驱”,洪式闾等41人为“全国血防先驱

提名”[17],周晓农等51人为“全国血防楷模”,曹建平等272人

为“全国血防卫士”[18],旨在弘扬一代代寄生虫人“群策群力,

科学防治,甘于奉献,誓送瘟神”的血防精神,激励新一代血防

人以前辈为榜样,在消除血吸虫病战斗中再立新功。
“血防先驱”陈心陶被称为战“虫”泰斗[19],1931年获美国

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一心报效祖国的陈心陶毅然

谢绝亲友挽留和美国大学高薪聘请,返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

学)。他说“我学寄生虫学就是为了祖国,学成后就得回国服

务”。建国初期,广东“大肚病”流行,陈心陶临危受命,带队深

入农村普查,发现疫区有11个,钉螺面积20万亩,波及人口

566.9万,患者6万余人,疫区感染率达31.1%,200多个村庄

成了“无人村”,血吸虫病肆虐结果大出他的预料。经现场调

查,提出消灭血吸虫病关键在于消灭中间宿主钉螺。他研究钉

螺生态3年,开创了“水、垦、种、灭、治、管”六字方针,即水网地

区结合农田基建改造钉螺孳生环境;丘陵地区兴修水利,填旧

沟埋螺,开新沟灌溉,草烧水淹灭螺,成为消灭血吸虫的科学

“利器”。

“血防先驱”毛守白,1946年他和同事前往无锡、苏州血吸

虫病流行区调查,曾是人口稠密的村庄竟然十室九空,一幅幅

凄惨景象比他原来想像的要严重得多。苏南之行使他的学术

生涯从此与血吸虫病结下不解之缘。他为新中国做的最大贡

献就是毛遂自荐,请求卫生部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尽快为

全国培养寄生虫学专门人才。1957年创立大量高价“肝卵抗

原”代替不易获取的“成虫抗原”,提出粪检联合皮试在流行区

推广应用,为后期普查提供了有效方法。他采取多学科协作攻

关,研制出口服、高效、安全、短疗程的“吡喹酮”,取代了沿用数

十年静脉注射毒性大的“锑剂”,为我国实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系统总结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进展,

主编近80万字的专著《血吸虫病学》。他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宣传中国寄生虫病防治经 验,推 进 国 际 联 合 防 控。

1984年被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授予“里昂·伯尔纳”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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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他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20]。

5 结语

大学教师要牢记习主席嘱托,把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事业根本。寄生虫学专业教师作为课程思政长期育人的

践行者,要结合专业实际,把真实鲜活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整

体规划,把发掘提炼出的思政元素,像“海群生药盐”一样融入

课堂教学,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领悟,耳濡目染地

体会,摒弃生搬硬套和空喊口号的形式主义做法。医学生作为

未来寄生虫病防控的主力军,担负着祖国强大民族富强的重

任,教育学生向老前辈学习,不负韶华,学好医学科学知识;运
用我国成功经验和现代科技手段,做好新现与再现寄生虫病、

人兽共患病、食源性寄生虫病以及输入性寄生虫病的监测与防

治;以白求恩医生为榜样,发扬大公无私、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精神,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One
 

Health”理念,投身援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等贫穷国家寄生虫病防控工作

中去,为在全世界彻底消除寄生虫病,保障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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