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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农区首次发现流行性出血热报告 

薄福宝;张玉敏;李庆林;惠志强;段续山;杨月清;王大伟;桂忠;武桂森;吴秉仁;张和平;李起生;陈桂莲;刘在君 

呼和浩特市卫生防疫站(010020);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土默特左旗卫生防疫站 

摘要： 

呼和浩特市历史上未曾发现流行性出血热自然疫源地，也未见到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报告。1995年3月，本市中文齐

镇发生1例临床表现典型并经血清学证实的流行性出血热病例。病家及其周围居民区家鼠密度为3.61％，以褐家鼠

为优势种。送检捕获鼠鼠肺51份，阳性率21.57％。病家周围健康人群流行性出血热隐性感染调查，阳性率2.71％
（1/37）。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病人病前1周－2个月内无外出史，故病人系本地感染。动物流行病学调查证实，

呼和浩特农区存在流行性出血热自然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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