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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了解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发病状况!进一步客观地探讨乙型脑炎的流行趋势

及相关因素!分析发病动态!为成人是否应该接种乙脑疫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统一个案调查表!

对辖区内 7889:!""9 年的乙脑疫情报告病例进行调查%通过 ;&0,5’5<= >?0(. 建立病例数据库!运用

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病例进行分析$运用 >@A 监测急性期患者血清中的乙脑 @B; 抗体$结果 7889:
!""9 年共报告乙脑病例 CC$ 例!年平均发病率为 "3#$D7" 万!病例分布在淄博市 # 个区县!!" 岁以上

成人共发病 !88 例!占总发病人数的 $$3EFG!死亡 EE 例!占总死亡人数的 8#3#$G$ 结论 淄博市发

病以中老年人为主!能否对成人接种乙脑疫苗!对降低乙脑发病率十分必要!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关键词! 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趋势&乙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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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8F$ 年山东省 淄博市对 7!7" 岁 儿童大面

积接种乙脑疫苗以来!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
疫情迅速得到控制!儿童发病明显降低$ 78#$ 年后

发病年龄有向大年龄组推移现象!!" 世纪 8" 年代

以来则以成人为主!与有关乙脑发病以儿童为主的

报道相悖K7L$ 为分析该市乙脑的发病动态!制定有效

的防治措施!现将 7889:!""9 年淄博市乙型脑炎的

发病情况分析如下$

8 材料与方法

"#" 材料来源 人口资料均由淄博市统计局提供$
"#! 方法 全市采用统一的乙脑个案调查表!由各县

疾控中心对本辖区内医疗机构报告 的乙脑病例 进

行调查$ 本次统计病例全部为临床诊断病例!绝大

部分病例经实验室确诊$ 用 ;&0,5’5<= >?0(. 录入每

例个案调查表!建立数据库!应用数据透视表等功能

统计!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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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免疫工作

通讯作者M张丽!N(.M "9CC:!!$!889!>O)&.M P.!""F:Q=OR7FC305O
收稿日期M!""F:"":#$

$%! !



疾病监测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53!"

表 ! "##$%&’($ 年淄博市乙脑发病年龄分布

)*+,- ! ./- 012341+53167 68 39- 672-3 68 -7:-;9*,1312 < 17 =1+6
>13? 846@ "##$ 36 &(($

年龄组"岁# 发病数 构成比"7$ 死亡数 构成比%7$

"! !8 #39" : !3!!

:"! :9 93:9 " "3""

!"! ;< :"3<8 ! 9398

;"! 9= :938" 9 $3$=

9"! 8$ :#3:< < :;3;;

8"! :8< 9<3:8 ;! #:3::

合 计 ;;$ :""3"" 98 :""3""

表 & "##$%&(($ 年淄博市乙脑发病地区分布

)*+,- & A-/167*, 012341+53167 68 39- 672-3 68 -7:-;9*,1312 <
17 =1+6 >13? 846@ "##$ 36 &(($

区"县$ 发病数 死亡数 病死率"7$

淄 川 :"9 :: :"38$

张 店 #9 8 <3#<

博 山 ## :$ !;3;$

临 淄 <9 :" :83<;

周 村 $ " "3""

桓 台 # : :93!=

高 青 9 " "3""

合 计 ;;$ 98 :;3;:

表 " "##$%&(($ 年淄博市乙脑发病情况

)*+,- " B72-3 68 -7:-;9*,1312 < 17 =1+6 >13? 846@ "##$ 36 &(($

年 份 发病数 发病率">:" 万$ 死亡数 病死率"7$

:==8 $" !3"< :$ !!38"

:==< ;# "3=; 8 :;38"

:==# !" "38: ; :83""

:==$ 9< :3:! 8 :"3="

:=== !: "38! : 93$"

!""" !; "38$ ; :;3""

!"": :$ "398 : 83<"

!""! ! "3"8 " "3""

!""; 9< :3:; 8 :"3="

!""9 !< "3<; ; ::38"

!""8 := "39< : 83;"

合 计 ;;$ "3#$ 98 :;3;:

#$% 血清学检测 采用酶免疫"?@A$试剂盒!监测

急性期患者血清中的乙脑 @BC 抗体&

& 结果

"$& 流行病学特征

!3:3: 发病概况 :==8D!""8 年全市共确诊乙脑病

例 ;;$ 例!年均发病率 "3#$>:" 万!死亡 98 例!病死

率 :;3;: 7 & :==8 年乙脑发病率较高!且病死率亦

较高!为 !!38"7& 见表 :&

!3:3! 地区分布 :==8E!""8 年报告的 ;;$ 例乙脑

病例!各区县均有发病!其中 ;:= 例分布在 " 个区县

中的四个区"县$!占全市乙脑发病总数的 =93;$7&
其中淄川区发病 :"9 例! 占总发病人数的 ;"3##7!
博山区发病 ## 例! 占总发病人数的 !!3#$7! 死亡

:$ 例!占全市死亡人数的 9"3""7!见表 !&

!3:3; 时间分布 乙脑是季节性很强的传染病!发

病高峰集中在 #!= 月份! 符合乙型脑炎的流行 特

征!#!= 月份乙脑发病数分别为’9" 例!!9$ 例和 9:
例!共发病 ;!= 例!占总发病人数的 =#3;97&

!3:39 人群分布 近年来淄博市乙脑成人发病一直

占主要趋势! 而且 8" 岁以上患者所占比率最大!且

病情重!病死率高!8" 岁以上共发病 :8< 例!占总发

病 人 数 的 9<3:87! 死 亡 ;! 例! 占 总 死 亡 人 数 的

#:3::7& 乙脑发病的年龄分布见表 ;&
:==8E!""8 年报告的 ;;$ 例乙脑病例!男性 :<#

人!占发病数的 9=39:7!女性发病 :#: 人!占发病数

的 8"38=7!男女性别比为 :#:3"!&

"$" 免疫史情况 由于乙脑病例发病以成人为主!
占总发病人数的 $$39<7!故免疫史不详或无从考察&
"$% 实验室结果 各级医疗单位报告的乙脑病例

均集中在传染病医院和中心医院采集血清进行实验

室检测!共有 ;;" 例经实验室确诊!占 =#3<"7&
"$’ 血清学监测 !""" 年为了解乙脑流行的强度!对

全市的 !=: 名健康人群 进行了血 清学感染率 调查

"@BC 平均抗体滴度!:$9" 为阳性$! 其中阳性 !"=人!
感染率为 #:3$!7!平均抗体滴度F:$G8"3;<!见表 9&

! 讨论

乙脑发病呈严格的季节性分布!=#3;"7的病例

集中在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这与此时的气温高(雨

量大!有利于蚊虫孳生和乙脑病毒增殖有关H!I&
从年龄和地区发病情况来看! 淄博市以儿童发

表 C &#" 名健康人乙脑抗体血清学监测

)*+,- C D-46,6/1:*, 254E-1,,*7:- 68 -7:-;9*,1312 < *731+60? 68
&#" 9-*,39? ;6;5,*3167

年龄组

"岁$
阴 性 阳 性

阳性率

"7$
总 计

"% ;9 #! <#3=! 993;8 :"<

:"! !: 9! <<3<# ;=399 <;

!"! !< #< #938: ;93"= :"!

8"! : := =83"" $!3$! !"

合 计 $! !"= #:3$! 8"3;< !=:

平均抗体

滴度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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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主的特征经过历年的乙脑疫苗接种已改变为以

成人发病为主!占全部病例的 $$3789" 这充分体现

了疫苗的保护作用" 病例中 :73;$9分布在四个区

县! 其地区性特点可能与其地理环境# 蚊类孳生地

多#传播机会大有关!对 !:< 名健康人群进行感染率

调查!显示出各年龄组普遍易感!但大多数呈无症状

状态!仅有少数人发病" <::7=<::> 年淄博市有近千

名易感成人进行了乙脑疫苗的接种且无一人发病!
其易感人群中有 ; 人发病均未接种乙脑疫苗! 这可

以体现乙脑疫苗的保护作用"从近年发病情况来看!
乙脑疫苗的接种已不能仅仅局限于 <" 岁以下儿童!
而应扩大年龄组!并对重点人群进行乙脑疫苗接种"

>" 岁以上年龄组人群其感染率及发病率明显

高于其他年龄组!究其原因与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
老年人由于免疫功能减退!感染的机遇增多!加之人

们对该病的认识不足! 诊治不够及时! 故病死率颇

高" 因此!为了减少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发生!在乙脑

高发区对成人实施免疫接种应当引起公共卫生部门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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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青岛市 $%&’ 宿主动物监测情况

()*+, ! ’-./).-01 02 3/45,-++)16, 204 4,3,450-4 )1-7)+3 02 $%&’ -1 8-19:)0 ;-.< -1 !""#

监测点 布夹数 捕获数
密 度

$9%

褐家鼠 小家鼠 大仓鼠 黑线姬鼠 鼩 鼱

数 量 构成比$9% 数 量 构成比$9% 数 量 构成比$9% 数 量 构成比$9% 数 量 构成比$9%

胶 南 # >77 $: <3<$ !! !73#! 7< 783"# ! !3!> <8 <#3:$ $ $3::

胶 州 ; >;$ ;8 <3"! <! ;;3;; !< >$3;; " "3"" ! >3>8 < !3#$

平 度 ; <8" <# "3>7 <> $$3!7 ! <<3#8 " "3"" " "3"" " "3""

合 计 <7 !7! <7! <3"" 7: ;73>< 87 7>3"# ! <37< <$ <!38$ : 83;7

青岛市自 <:#7 年 <" 月在胶南发现首例 B1C*
后!随着发病数的增加!疫区由南向北不断扩大!至

!" 世纪 $" 年代初波及所有县 $区%!$" 年代中期和

:" 年代末分别出现一次大的流行!高峰年份分别为

<:$8 和 <::: 年" 自 !""" 年后!发病出现明显下降

趋势! 全 市 发 病 率 由 !""" 年 的 :3>>D<" 万 下 降 到

!""> 年的 !3$"D<" 万! 达到 <::7 年以来的最 低水

平" 这可能与近年来采取综合性防制措施有关"
!""> 年全市 B1C* 发病率虽明显下降!但季节

规律没有改变!仍出现两个季节高峰!且以秋冬季高

峰为明显"由此说明发病以姬鼠型为主!与近年来山

东省以家鼠型发病为主的特点不同 ?8@" 从地区分布

看!出现高度分散但又相对集中的特点!总体上表现

为远郊高于近郊$城阳和崂山%!近郊高于市区的特

点! 与既往所有年份相同 ?>@" 郊区各地发病率均比

!""7 年下降!但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别" 其中!胶南

发病率与上一年持平$$3"8D<" 万%!而其余 7 市均明

显下降" > 市均出现 ! 个季节高峰!其中胶南#胶州#
即 墨 和 平 度 秋 冬 季 高 峰 发 病 高 于 春 夏 季 高 峰 !与

!""7 年相同’而莱西则出现春夏季高峰高于秋冬季

高峰的特点!与 !""7 年不同"全市发病率#病死率的

下降以及莱西季节比例的改变可能与 !""7 年秋以

来广泛的卫生宣传#较大规模的灭鼠#防鼠和重点人

群疫苗接种有关"不同职业#年龄和性别发病特点无

明显改变!说明其接触特点与往年一致"
宿主动物密度及其带病毒率均比 !""7 年低!监

测到的带病毒宿主动物种类也少!与青岛市 !""> 年

发病率相吻合" 所有带病毒动物均是在胶南野外所

捕获!与胶南的发病率较高#以姬鼠型发病为主的特

点基本一致"
监测提示! 郊区 > 市是青岛市 B1C* 发病较严

重的地区!应采取措施!重点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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