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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山西省 8::;<!""; 年布鲁氏菌病"布病#流行趋势及特点!为制定有效的防治策

略提供依据$ 方法 对山西省 88 年报告的布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88 年共报告布病人数

!" ?;# 人!8::; 年发病率 85"!F8" 万!!""; 年发病率 885G"F8" 万$ 目 前 山 西 省 的 流 行 菌 株 没 有 变

化$ 结论 山西省布病疫情近年明显回升!大同市疫情增长很快$ 山西布病疫情受内蒙%河北影响

较大!应采取 $ 省联防控制布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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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中国的内陆省份之一!辖 88 个市%88:
个县区!人口 $$"" 万!农业人口占 ;"M$ 全省面积

8?5; 万 NA!!山地%丘陵约占 G"M$ 近年农业产业结

构政策性调整!畜牧业迅猛发展!牲畜交易活跃!家

畜流动频繁! 畜产品加工领域广阔$ 受布鲁氏菌病

"布病’防治工作诸多因素的影响!疫情在山西省回

升和扩大蔓延! 尤其进入 !" 世纪 :" 年代布病疫情

又与周边省区一样!进入疫情高发之年!为了能及时

有效采取措施!现对主要特征进行以下分析$

9 资料来源

山西省历年疫情统计资料!山西省 !""? 年传染

病漏报率调查报告!山西省人口等基本状况资料!由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O%O’档案室提供$

< 结果

"#$ 全省布病疫情情况 8::;<!""; 年布病发病情况

分 别 为 (;;!%J#?%$!:%J#?%GJ;%8JGG%!#"!%!8##%
8#!$%!?J" 例和 $#J# 例$ 88 年山西省布病发病人数达

!" ?;# 人!发病率在 85"!F8" 万P885G"F8" 万之间波动$
特别是 !""8<!""; 年!; 年来布病发病 情况与

全国比较! 山西省布病发病数曾连续几年排在全国

第 8 位!尽管近 ! 年个别省份布病发病率上升!但山

西省仍排在前 $ 位$
"%" 布病地区分布

!5!58 发 病 范 围 8::; 年 有 J 个 市 的 $J 个 县 发

病!而后发病范围逐渐扩大!!""; 年全省 88 个市都

有布病发生!发病县增加到 8"J 个县)市%区’!占全

省总县数的 G#5$:M$
!5!5! 各市布病发病情况 8::;<!""; 年!晋中市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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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数最多!为 7$78 例!其次为大同市!$79" 例!长

治市 :;;9 例!朔州市 :!7< 例!忻州市 ::"8 例!吕梁

市 8<$ 例!临汾市 #79 例!运城市 ;:: 例!晋城市 $8"
例!阳泉市 $$7 例!太原市 !88 例" 但是 :" 年以前还

少有布病的大同市近年疫情形势严峻! 其所辖的天

镇县#阳高县已多次成为全国单月发病最高的县区"
具有特征性的晋中市和大同市" 晋中市是历史

上的布病疫区! 该市 :88;=!""; 年布病发病一直在

较高水平上波动!!""! 年该市发病数 878 例! 占全

省发病数的 $75:7>!之后在全省的发病比重逐年下

降!!""; 年占全省发病数的 :!5;<>"大同市 :88; 年

前该市没有布病病例" :88# 年出现布病病例以来!
至 !""7 年共报告 :#7! 例!仅 !""; 年就报告布病病

例 :#<< 例!占到全省发病数$$#9# 例%的 9#5#!>" 该

市是山西省布病发病人数上升最快的地区"
"#$ 其他分布

!5$5: 年龄分布 以接触家畜频繁的青壮年主要劳

动力为主!集中在 $"!77 岁占报告发病人数的 <$>"
!5$5! 性别分布 在山西省牛羊的饲养主要由男人

来做!所以男性感染机会多!男女比例为 7":"
!5$5$ 职业分布 布病患者仍然以农民为主! 占总

发病人数的 <"5:7>!其次为牧民!占总发病人数的

85!$>" 学生#干部#儿童也有发病"
"#% 布病漏报率调查 !""7 年曾对省内居民中布

病的漏报情况和各级医疗机构布病报告质量调查!
共调查居民 << ;8" 人!查出病例数 ::; 例!报告病

例数 $$ 例!漏报数 <$ 例!居民漏报率为 #!5:;>!未

就诊病例数 :< 例!未就诊率 :757!>&共调查医疗机

构数 :9< 个! 查出有布病病例的医疗机构数 ;$ 个!
病例数 :;$ 个!报告病例数 :": 个!漏报病例数 ;!
个!漏报率为 $<5"9>" 提示山西省布病居民和各级

医疗机构漏报率均比较高!漏报情况很严重"
"#& 布氏菌分离鉴定 山西省历史上是以羊种布

氏菌为主的布病疫区!!""!=!""$ 年山西省分离出 7
株布氏菌!经鉴定为羊种 : 型"

! 讨论

山西全省系统的布病防治工作最早始于建国初期

的防疫大队!于 :87! 年开始了布病疫情调查#探索防治

办法"在此期间布病发病率在 :87< 年达到 ;5;:?:" 万!然

后主要采取了检疫#隔离病畜#培养健康幼畜#健康畜群

免疫的措施!发病率逐年下降" :8#$ 年基本控制了人畜

布病的爆发流行!发病率降到 :?:" 万以下"!" 世纪 #" 年

代末期羊牛的血检阳性率降到了 :>以下!进入 <" 年代

布病疫情基本保持稳定!:8<# 年经全面考核为全省达标

控制阶段@:A" 近年来山西省布病疫情状况同全国一样!但

发病率高于全国!仅次于内蒙古!属于布病高发省份"
疫情重点近年向山西北部转移! 由于内蒙古及

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均为布病高发省区! 可见山西

的疫情与上述 ! 省区有直接关系" 内蒙古是中国良

种牛羊养殖基地! 而相邻的大同市引进了大量的优

良种畜!经济发展获益颇丰"而大同市的畜牧部门人

手不足!无法应对如此大数量的家畜增加!导致在畜

牧经济大发展的同 时人畜间的 布病疫情也 逐渐上

升"可见三省疫区关联性很强!在防治策略方面应建

立联动机制!共同防治!统一行动才能奏效"
山西省既往是以羊种布氏菌为主!在 :8<7 年前

分离出 :97 株布氏菌!均为羊种菌"据崔步云分离布

氏菌株鉴定的报道! 近年山西省流行菌以羊种 : 型

为主!此菌一般毒力较强!可以造成布病的流行和爆

发"根据目前日益严重的疫情!山西省的布病流行规

律符合羊种布氏菌的流行特点@!!$A"
在 !" 世纪 <" 年代曾经大量淘汰布病疫畜!有效

地控制了疫情"但目前淘汰疫畜补偿不落实!布病的传

染源得不到及时#彻底清除!使布病疫情呈失控态势"
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差也是一个因素! 疫区群众

对布病危害认识不足! 缺乏自我防护意识! 人畜混

居!接羔#犊不戴手套!接羔后不洗手!流产胎#羔等

污物随处乱扔等不良习惯也是造成布病流行的主要

原因"而有意和无意的疫畜跨省自由流动!使传染源

的影响范围扩大!促进了疫情发展"
防控措施不力! 有些部门对布病防治工作重要

性认识不足!人员#经费#跟不上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加之畜间其他传染病防治任务加重! 而没能全力控

制布病疫情"
因此建议要建立山西北部相邻 $ 省的长期防治

布病的合作机制!相邻 $ 省统一落实检疫#淘汰#免

疫的综合措施"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做好防治

布病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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