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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8年山东省济南市肠道传染病监测分析 

成洪旗，徐淑慧，于秋燕 

山东省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济南250001 

摘要： 

目的了解济南市肠道传染病发病特征及流行趋势。方法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济南市2001-2008年主要肠道传染

病监测资料进行分析。结果2001-2008年济南市共报告甲乙类肠道传染病6种25 487例，年均发病率为53.87／10
万，发病率由2001年的72.79/10万，下降到2008年的25.88/10万，同时，肠道传染病占当年法定传染病构成比也

呈减少趋势，年均29.74％。期间病毒性甲型肝炎（甲肝）、痢疾下降趋势明显。肠道传染病中发病率最高为痢疾

43.71／10万，依次为未分型肝炎、甲肝、病毒性戊型肝炎（戊肝）、伤寒、霍乱，分别为5.90／10万、2.79/10
万、1.34/10万、0.11/10万、0.01/10万。发病构成比依次为痢疾81.15%、未分型肝炎10.96%、甲肝5.19%、

戊肝2.49%、伤寒0.20%、霍乱0.01%。市区平均发病率86.40/10万，郊区县平均发病率36.71/10万，市区报告

发病率显著高于郊区县。男女性别比为1.39∶1。5岁以下年龄组发病最多，占20.78％；职业分布中以散居儿童、

学生发病较多，分别占20.73％、18.90％。6-8月为高发季节，占55.41％。结论肠道传染病虽呈下降趋势，但仍

是济南市重点防控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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