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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太原市肾综合征出血热%GHI*&的流行因素’流行规律!为有效防制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全国监测点监测方案进行监测!采用免疫荧光方法检测 GHI* 抗原’抗体!开展人间疫

情’鼠间疫情监测和控制效果评价) 结果 人间监测结果表明!太原市共发生 GHI* 病例 8";" 例!

死亡 8> 例!病死率为 85;;J) 发病季节高峰呈春季单峰%$!> 月$!发病年龄以青壮年为主!发病性

别男多于女%;5:!"8$!发病职业以工人最多) 发病地区分布于所辖 8" 县%区’市$!城区发病大于郊

县)鼠间监测结果表明!!" 年共捕获小兽 ; 科 : 目 8$ 种)室内捕获褐家鼠和小家鼠 ! 种!优势鼠种

为褐家鼠!其带病毒率为 >5??J"野外捕获鼠 8$ 种!优势鼠 种 为 小 家 鼠’大 仓 鼠!未 检 出 带 病 毒 野

鼠) 结论 太原市为单纯家鼠型疫区!褐家鼠是本病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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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部!东经 88$!$:N!88$!"9N!
北纬 $#!!#NO$?!!>N 之间!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无霜

期 8#" C 左右) 气候特点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

照充足!夏季降雨集中!冬春干旱多风!境内地貌复

杂多样! 山地占 :;5#9P+ 丘陵占 8!59;J’ 平原占

8>5:;J!余为盆地’谷地) 海拔#:"O!#"? A!市区坐

落于海拔 ?"" A 汾河平原上! 汾河水自北向南纵贯

全境) 全市总面积 :9?? QA!!总人口 $$; 万!管辖 8
市 $ 县 : 区)

89?; 年太原市被确定为全国五大综合监测点

之一!89?;<!""" 年! 按全国监测点统一监测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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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太原市 "#$% 发病时间分布图

#&’()* + ,-.*/ /&0* 1&./)&2(/&3- 34 "#$% &- 56&7(6-

图 8 89:;<+==> 年太原市 "?$% 发病率与死亡率曲线

?&’()* 8 @-A&1*-A* 6-1 03)/6B&/7 A()C* 34 "#$% &- 56&7(6-
4)30 89:; /3 +==>

表 8 89:;<+==> 年太原市 "#$% 发病人群分布

562B* 8 D3E(B6/&3- 1&./)&2(/&3- 34 "#$% &- 56&7(6- 4)30 89:; /3 +==>

年 份
性 别 年龄分布 不同分布

其 他
男 女 男女比 "7 #7 897 !97 $97 :97 ;97 9;7 工 人 农 民 干 部 学 生

8<=:>8<=; :8; =# :5##?8 " ; 8;" 8#8 =: 9: !8 # !=! 9" ;# :# ;;

8<=9>8<<" $"< #$ :5!$?8 " 8 8:; 88! 9! :$ 8; : !88 !; ;8 :" ;;

8<<8>8<<; 89 9 !59#?8 " " ; # 9 $ ! " : # 9 ! :

8<<9>!""" 9; 8! #5""?8 " 8 8" !$ !$ 8$ $ $ !< $! 88 " :

!""8>!""$ ;" # #58:?8 " " 8" !" 8< ; $ " $$ 8: ; $ !

合 计 =;; 8=; :59!?8 " # $!" $$$ 8<: 8!= :: 8: ;;< 8$= 8$8 8"8 8!"

做了连续大量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在本病流

行特征"流行因素"流行规律"防制效果评价诸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绩#

8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根据病家和医院疫情报告!由防疫

人员按全国统一方法!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填写个案

调查登记表$
"#$ 人血标本来源 由医护% 防疫人员采集 @AB*
疑似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患者以及健康人血清!送

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备检$
"#% 鼠肺标本来源 由专业防疫人员以夹夜法捕

室内及野外鼠"填表登记"鉴定鼠种"剖取鼠肺"血片

送检!标本置液氮罐或低温冰箱保存$
"#& 检测方法 人血和鼠肺标本!均采用免疫荧光

方法查特异性 CDE 抗体和病毒抗原! 用日本欧伦巴

斯荧光显微镜透射光系统观察标本$

+ 结果

$#" 人间疫情监测

!5858 发病趋势 8<=:>!""$ 年! 太原市共发生肾

综合征出血热患者 8":" 例! 合计发病率为 85<!F8"
万!其中死亡 8; 例!病死率为 85::G$ 肾综合征出血

热发病以 8<=: 年最高&8;5":F8" 万’!之后发病率逐

年下降!8<=<>8<<= 年发病率始终控制在 "5;"F8" 万

以下!8<<< 年发病略有回升!达 8589F8" 万!超过国

家低发病区控制标准!!" 世纪 =" 年代病死率为 "!
!58#G!死亡率为 "!"58=F8" 万!!" 世纪 <" 年代病死

率为 "!895#G!而死亡率为 "!"5":F8" 万!!""" 年以

来病死率及死亡率为 " !见图 8$
!585! 季节分布 据 8<=:>!""$ 年资料分析! 发病高

峰季节为春季!即 $!; 月!发病构成比均在 8;G以上$#
月份以后降为低谷!发病构成比均在 !59<G以下$ 由此

可见!太原市家鼠型 @AB* 呈春季发病高峰!见图 !$

!585$ 人群分布情况 8":" 例病例中!职业发病以

工人最高!占发病人数 ;$5#;GH其次是农民%干部%学

生!分别占发病人数 8$5!#G%8!5;<G和 <5#8G$ 男女

性别分布!男性 =;; 例!女性 8=; 例!男女性别比为

:59!"8$ 年龄分布 "!9 岁无病例!#!8; 岁发病少!占

发病人数的 "59#G!发病集中于 89!:; 岁青壮年!占

=85::G!;9 岁以上占发病人数比例减少!见表 8$
!585: 健康人群隐性感染监测 8<=:>!""$ 年共有

< 年 对 健 康 人 群 隐 性 感 染 情 况 做 了 调 查! 共 检 测

:!!< 人!其中!阳性 8"9 人!隐性感染率为 !5;8G$调

查结果表明!男性隐性感染率略高于女性!各年龄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人群隐性感染率低!感染者抗体

滴度普遍较低!不足以形成免疫屏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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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太原市室内和野外小兽密度及携带 "# 监测

$%&’( ! )(*+,-. /0 ,*1//2 %*1 /3-1//2 2/1(*-+ %*1 "456 7,23+ 8%22,(2 +327(,’’%*8( ,* $%,.3%*

年 份
室 内 野 外

夹 次 捕获数 密度7!8 检查数 阳性数 带毒率7!8 夹 次 捕获数 密度7!8 检查数 阳性数 带毒率7!8

9:;<=9:;> <: #!; <#$$ "5>! <<?; !": <5?; ?;": $?? >5$; $?> " "

9:;?=9::" :; ><# $$:: $5<> $9?$ ;" !5>$ 9$9!> $": !5$> $": " "

9::9=9::> !# ";? !:; 959" !9? 9 "5<? ;><; !;; $5$# !;; " "

9::?=!""" $? ;;" ?!9 95?; ?!" 9< !5!? ;$$" !"> !5<? !"> " "

!""9=!""$ 9; $!; !$9 95!? !$9 " " ?$!" #? 95!" #? " "

合 计 !$" >?: :!;! <5"$ ;?:; $"< $5<: <$9$! 9!<< !5;; 9!<$ " "

表 9 太原市家鼠类 "# 病毒检测结果

$%&’( : "456 7,23+ 1(-(8-,/* 2(+3’-+ %;/*< 2%-+ ,* $%,.3%*

年 份

褐家鼠 小家鼠

送检数 阳性鼠
带病毒

率"!#
送检数 阳性鼠

带病毒

率"!$

9:;<=9:;> #$%% #&# ’5(’ #&)# ’ &5)*
9:;?=9::" +’,, ’+ *5+, +$%% " -5$’
9::9=9::> +)- + -5’’ +’- - -5--
9::?=!""" )*, +* *5-" ,’" - -5--
!""9=!""$ +)$ - -5-- +*+ - -5--
合 计 *("$ ,(( $5(( *+(( +% -5)(

"!" 鼠间疫情监测

!5!59 小 兽 种 类 及 构 成 情 况 9:;<=!""$ 年 共 捕

获小兽 < 科 ? 目 9$ 种% 其中!室内捕获褐家鼠和

小 家 鼠 ! 种!捕 褐 家 鼠 >"$: 只 !小 家 鼠 <!<$ 只 !
分 别 占 ><5!:@和 <>5#"@ &野 外 捕 获 9$ 种 !优 势

鼠 种 为 小 家 鼠 ’ 大 仓 鼠 ! 分 别 占 !:59"@ 和

!$5:>@& 其 次 是 黑 线 姬 鼠 ’ 长 尾 仓 鼠 ! 分 别 占

!$5$9@和 9:5$<@&其余为少见鼠种%
!5!5! 小兽密度及携带肾综 合 征 出 血 热 病 毒 监 测

9:;<=!""$ 年 室 内 投 放 鼠 夹 !$" >?: 夹 次 ! 捕 鼠

:!;! 只!密度为 <5"$@!送检 ;?:; 只!检 出 阳 性 鼠

$"< 只!汉坦病毒"A3$携带率为 $5<:@&野外投放鼠

夹 <$ 9$! 夹次!捕鼠 9!<< 只!密度为 !5;;@!送检

9!<$ 只!未检出带病毒鼠!见表 !%

9:;<=!""$ 年送检鼠中! 携带 A3 病毒的主要

是褐家鼠! 在送检的 <;:> 只褐家鼠中! 检出阳性

!;; 只!带病毒率为 >5;;@&在送检的 <9;; 只 小 家

鼠中!检出阳性 9? 只!带病毒率为 "5$;@!因此可认

为褐家鼠是太原市肾综合征出血热疫区主要宿主动

物和传染源!见表 $%

"#$ 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接种情况 9::: 年以来

太原市共接种疫苗 9> $"" 人份! 接种率为 "59"@!
由于疫情得到控制!发病率水平低!使群众产生了麻

痹情绪!对肾综合征出血热危害认识不到位!因而疫

苗接种工作成效不大!难以形成免疫屏障B9C%

: 讨论

9:;<.!""$年 太 原 市 !" 年 的 监 测 分 析 表 明 !

9:;<.9:;> 年 ADE* 发病处于较高水平! 采取以灭

鼠 为 主 的 针 对 性 措 施 后!9:;? 年 以 后 发 病 逐 年 下

降% 在后来的 9# 年时间里!发病率均控制在较低

水平% 虽然 9::: 年超过国家低发病区发病率标准

"9F9" 万以下$!但超出量有限!为 959?F9" 万% 发病

季节高峰在 $/> 月!呈春季单峰!发病以工人最多!
其次是农民’干部’学生!发病以青壮年为主B!C% 发病

性别男性高于女性%监测结果表明!太原市为家鼠型

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特征!是单纯家鼠型疫区!褐家

鼠是本病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 但鼠情监测结果

提示(野外黑线姬鼠在 9::9=9::> 年构成比上升!一

度成为太原市野外优势鼠种% 由于黑线姬鼠为野外

ADE* 主要宿主动物!应注意观察其流行病学意义!
及时掌握疫区演变动态%

对健康人群隐性感染率调查结果证实! 人群隐

行感染率低!感染者抗体滴度普遍较低!不足以形成

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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