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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利 津 县 盐 窝 镇 盐 西 村 : 名 从

事羊内脏加工处理工作 # 年的女性村民出现发热! 伴多汗%

乏力% 肌肉关节酸痛等症状! 经山 东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G%G&检测确诊为布鲁氏菌病H布病I’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

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证实为一起布病爆发 流 行!现 将 调 查

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来源于东营市 !""? 年网络直报系统疫情报

告%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诊断(

"#$ 方法 在全市范围内!对涉及山羊交易%屠宰加工等重

点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个案调查和血清 学 检 测!血 清 学

检测采用试管凝集试验! 执行 JF:89;;<:998 布氏菌病诊断

标准及处理原则 K:L(

# 结果

$#" 东营市利津县历史上布病流行情况 该县 :98? 年因引

进内蒙古绵羊发生首例布病!:9?> 年又确诊 ! 例患者! 后疫

情蔓延!至 :9#! 年发病达最高峰!筛查重点人群 :;88 人!报

告确诊病例 :>9 人!涉及 :: 乡"镇&8# 个自然村!发病最多为

盐窝镇和付窝镇!分别占发病总数的 !"58"M和 :#5$8M( !""!
年在该县陈庄镇发生 > 例患者!至 !""8 年 :! 月全县累计发

病 :8? 例( 该县布病传染源主要是羊!其次是牛(

$#$ 本次流行首例患者发病情况 !""? 年 ! 月上旬! 东营

市利津县盐窝镇盐西村 : 名从事羊内脏加工处理工作的 8$
岁女性村民出现发热!伴多汗%乏力%肌肉关节酸痛 等 症 状!

分别在不同医院住院治疗 : 个多月( 经检查!患者有肝脾肿

大%手 腕 手 指 肿 大%腰 椎 退 行 性 病 变$血 常 规 检 查 白 细 胞 减

少!分类计数淋巴细胞增高$血沉加快$血碱性磷酸 酶 增 高(

诊断为发热待查%风湿热%伤寒与副伤寒待排除( 经用抗生素

头孢菌素%丁胺卡那%氧氟沙星等药物对症治疗!同时进行支

持疗法!治疗效果不理想!病情迁延不愈!时有发作( $ 月中旬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省市县三级 G%G 相关人员参加会诊!

采用布病试管凝集试验检测血清抗体滴度达 :";""!诊断为急

性期布病患者( 经调查!该患者从未接种过布鲁氏菌病疫苗(

$#% 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理

!5$5: 疫点的基本概况 患者所在的盐西村有 $$" 余户!:!""
多人!农业以种植棉花%小麦为主!村内有一处约 !""" A! 的简

易的山羊交易市场! 全村有 >" 多人从事山羊交易或屠宰工

作( 山羊主产于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区!年交易量

:" 多万头!村内没有成规模的山羊%牛等牲畜饲养户(

!5$5! 重点人群的调查 对盐西村%羊交易市场%附近村庄和

乡镇共 >?; 名屠宰工% 屠商和密切接触羊及其排泄物等重点

人员进行了个案调查和布病血清学检测! 其中阳性 :" 例!试

管凝集试验抗体滴度 :":""#:";""!:" 例阳性者均有不同程度

的发热%多汗%乏力%肌肉关节酸痛等症状!: 人因病情较重住

院治疗!? 人曾在当地卫生院就诊( :" 例布病血清学检测阳性

者均有接触牧区山羊的流行病学史( 根据卫生部)布鲁氏菌病

诊断发法% 疫区判定和控制区考核标准*K!L!:" 例阳性者均有

布病临床症状和体征! 确诊为急性布病患者! 布病罹患率为

!5:>M( :" 例病人 $ 例男性!# 例女性!年龄最小 !; 岁!最大

8? 岁$? 名为处理羊内脏工!$ 名为屠宰工!: 名为交易商(

!5$5$ 传染源 经调查交易商! 查看交易单据证实!:" 名患

者近 :! 个月内接触的山羊均为从外省购进的商品畜! 且无

任何有效的检+免疫证明!传染源属外省输入性(

!5$5> 传播途径 确诊的 :" 名患者均有接触牧区山羊史!并

且接触时间长%数量较多%机会频繁且无任何防护措施( 通过直

接接触山羊及其排泄物或内脏!或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有

8 例女性患者在处理羊内脏期间经常性的裸手拿一些黄瓜%西

红柿%苹果等蔬菜瓜果食用!造成了本次人体布病的流行(

!5$58 易感人群 通过调查!:" 名患者都未接种过布鲁氏菌

苗!人群普遍对布病易感(

!5$5? 采取的防治措施

,:&治疗患者 对 :" 名患者采取居家隔 离 治 疗!治 疗 方

案采用利福平$强力霉素! 利福平 #""#9"" ANOC! 分 ! 次口

服$强力霉素 !"" AN!每天清晨口服!连续给药最短 >! C$辅

以一般疗法及对症治疗( 同时!派专业临床医疗人员每日访

视病人!督促规范治疗(

,!&控制传染源 农业部门立即行动!进行动物监管!严

格规定对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不得采 购 和 进 入 流 通$开 展

畜间检疫!对交易市场 8M的输入羊进行抽检!查验动物检疫

证%非疫区证明%工具消毒证等(

,$&切断传播途径 迅速开展对疫点区域患者排泄物%隔

离治疗环境%交易市场%运输工具和相关物品与场所的消毒!

采用二氧化氯%优氯净%过氧乙酸和生石灰等消毒药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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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疹是由风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上症

状轻微!以发热%出疹和耳枕后淋巴结肿大为特征& 妊娠早期

妇 女 感 染 风 疹 病 毒 后 易 致 出 生 婴 儿 先 天 性 风 疹 综 合 征

"HF*’!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失明%智力发育不全以及发育迟

缓%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非畸形后果!对儿童健康危害极大& 现

将菏泽市 9:::=!""< 年风疹流行特征分析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资 料 来 源 9::: 年 !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IJK’%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H%H’开展麻疹监测合作

项目后! 将风疹列为麻疹疑似病例 纳 入 到 麻 疹 疫 情 专 报 系

统& 本文所选 9:::=!""< 年风疹资料来自该系统法定疫情报

告!流病学个案调查表和麻疹血清学实验室诊断资料&

"#$ 检测方法及诊断依据 实验室诊断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LM*N’对所上报的麻疹疑似病例"包括所有临 床 诊 断

的风疹病例’进行特异性麻疹%风疹 MOP 抗体血清学诊断!麻

疹 MOP 阴性% 风疹 MOP 阳性即可确定为 实 验 室 诊 断 风 疹 病

例& 检测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 病例及爆发定义 本文统计风疹病例包括血清学检测

风疹 MOP 抗体阳性的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发病与实验室确

诊风疹病例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意义联系"同 一 起 爆 发’的 其

他临床诊断风疹病例& 风疹爆发采用与(全国麻疹监测方案)

中麻疹爆发类似的定义&

"#& 统计分析 对所有数据采用卫生部(中国免疫规划监测

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录入并分析&

# 结果

$#" 发病概况 9:::=!""< 年经麻疹专报系统共监测到确诊

风疹患者 !9E 例! 其中 9::: 年 9# 例!!""" 年 $: 例!!""9 年

89 例!!""! 年 <E 例!!""$ 年 !E 例!!""8 年 $ 例!!""< 年 $!
例& 法定报告系统共报告临床诊断风疹 #> 例!通过主动搜索!

专报比法定多报告 98! 例!监测系统的灵敏度为 ><598"& !9E
例风疹主要以爆发形式发生!占病例总数的 :!5!"Q&

*8# 健康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 例如发放宣传单 ! 万余

份!广泛开展布病的防治知识宣传工作!现 场 讲 解 布 病 防 护

措施等!使当地居民尤其是重点人群进一步提高对布病的了

解!提高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卫生部门加强了对各类医务人员布病相关知识的培

训!提高诊治水平!加强疫情报告制度&

$ 讨论

本次布病流行病学调查中! 首例患者为羊内脏处理工!

因直接接触而感染布病! 之后发现的 : 例患者为屠宰工%羊

内脏处理工或交易商& 布病的发生和流行与社会%自然等因

素有密切关系 R$S& 近年来!畜牧业发展较快!跨省%地区牲畜交

易日益频繁!外地牲畜大量流入!由于各省%地区之间牲畜交

易检疫制度不健全!在交易过程中又不 能 严 格 执 行 检%免 疫

制度!同时存在一部分私下交易!造成 新 的 传 染 源 输 入 和 输

出 R8S!致使一些病畜未检疫进入东营市!是造成本次人间布病

爆发流行的根本原因& 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存在麻痹思想!对

布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些职业人员在交易或加

工过程中操作不规范!增加了病菌感染 机 会$市 场 后 续 防 患

监管措施不严!造成病菌传播扩散$布 病 防 治 宣 传 工 作 相 当

薄弱!许多职业人员不清楚防治知识!医 务 人 员 缺 乏 诊 治 经

验!也是造成本次布病流行的重要因素&

本次调查提示!布病对人畜的危害依然存在!为此!各级

政府%卫生%畜牧部门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依据+传染病防

治法,%+动物防疫法,要切实加强布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树立

全局观念& 畜牧业要要严格执行检疫%免疫%淘汰病畜的防治

措施!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严格执行检疫制度& 卫生和畜牧

部门要定期通报人%畜间疫情!使疫 情 发 生 后 能 得 到 及 时 控

制& 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卫生 部 门 做 好 职 业 人 员 疫 情 监 测 工

作& 此外!要加大布病宣传力度!加强对重点行业人员进行布

病防治的卫生宣传工作!各相关部门 应 相 互 合 作!建 立 一 套

较为完善的布病防控体系!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畜牧

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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