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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点 28 分袁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0级特大地震袁 重庆尧 甘肃和陕西等省市部分地区也受到较
大影响遥 由于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牲畜死亡袁 灾区基础
卫生设施和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影响曰 疾病防控尧 医疗
救治和卫生监督系统遭到重创袁 许多医院尧 诊所和公共卫生设
施严重损毁遥 灾区的日常饮用水与生活用水卫生尧 食品卫生尧
环境卫生保障困难袁 灾后重建需要时日遥 目前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以及传染病疫情防控等面临严峻挑战遥

内脏利什曼病是我国重要寄生虫病之一袁 严重危害人民
身体健康遥 解放后经过大规模防治袁 使华东尧 华北和陕西关
中平原等地区威胁人类最严重的人源型内脏利什曼病已得到

控制袁 但目前仍流行于甘肃尧 四川尧 新疆尧 陕西尧 山西和内
蒙古等省 渊区冤 咱1暂遥 本次受地震危害严重的四川省九寨沟尧 黑
水尧 茂县尧 汶川尧 理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等地袁 及其所波及
的甘肃陇南地区的武都尧 文县尧 舟曲尧 迭部和宕昌均为内脏
利什曼病流行区咱2暂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 各地开展大规模以

灭犬为主的防治措施后袁 虽使病例有所减少袁 但始终未得到有
效控制袁 仍不断有病例发生袁 而且近年回升趋势较为明显咱3暂遥
本文针对汶川地震受灾最重的四川尧 甘肃两省的灾区内脏利
什曼病传播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袁 为指导采取更具针对
性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参考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疫情监测

网络直报系统收集 2005-2007年和 2008年 1耀6月 渊截至 6月
30日冤 四川和甘肃两省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渊经报病单位所在
地疾控中心审核冤 报告数据袁 建立报告病例个案数据库遥

灾后对震区各县进行有关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因素的调查袁
具体内容包括自然尧 社会和生物等因素遥
1.2 病例诊断 内脏利什曼病诊断标准参照叶利什曼病诊断标
准渊WS258-2006冤曳遥
1.3 统计分析 收集的数据用 Excel 渊2003冤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2 结果

2.1 病例分布

2.1.1 四川省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分布 2005-2007年四川省
分别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59尧 49和 77例袁 本次地震受灾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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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省 2005-2008年利什曼病月报告病例的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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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甘肃省 2005-2008年内脏利什曼病月报告病例的趋势分析

表 1 四川省受灾严重地区 2005-2007年和
2008年 1耀6月内脏利什曼病报告病例数

县渊市冤名
九寨沟县
黑水县
茂县
汶川县
平武县
江油市
北川县
安县
都江堰市
什邡市
合计

2005
27

6
5
1
1
3
0
0
0
0

43

2006
26

6
3
0
0
0
0
0
0
0

35

2007
19

8
10

0
1
3
2
1
4
1

49

2008年 1耀6月
10

4
5
0
1
1
0
0
1
1

23

重的九寨沟尧 黑水尧 茂县尧 汶川和北川等县年报告病例数见表
1袁 其中九寨沟尧 黑水尧 茂县和汶川等 4县合计报告病例数分
别占全省各年报告病例数的 66.1% 渊27/59冤尧 71.4% 渊35/49冤
和 48.1% 渊37/77冤袁 而平武尧 江油尧 都江堰市尧 什邡市尧 北川
和安县均为散发病例袁 疫情相对较为稳定曰 理县无病例报告遥

2008年 1耀6 月四川省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30 例遥 地
震发生前报告 22例袁 其中实验室诊断病例 15例袁 临床诊断病
例 7例遥 主要分布在九寨沟尧 茂县和黑水等县袁 除茂县报告的
病例较为集中外袁 其余病例均散在分布于各乡镇 渊表 1冤遥

地震发生后 5月 12日至 6月 30日袁 报告内脏利什曼病
8例袁 其中实验室诊断 1例袁 临床诊断病例 7例遥 分布于九寨
沟县尧 茂县尧 彭山县尧 安岳县尧 广安市广安区尧 绵阳市高新
区尧 什邡市和泸州市古蔺县袁 呈散在分布遥

2.1.2 甘肃省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分布 2005-2007 年甘肃
省分别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92尧 106和 162例 渊表 2冤袁 本次
地震受灾较重的陇南地区的武都尧 文县尧 舟曲尧 迭部和宕昌等5
县的合计病例数分别占全省各年报告病例数的 91.3% 渊84/92冤尧
93.4% 渊99/106冤 和 96.3% 渊156/162冤袁 其中文县尧 武都两县为
内脏利什曼病高发地区遥

2008年 1耀6 月甘肃省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83 例遥 地
震发生前报告 54例袁 其中实验室诊断病例 16例袁 临床诊断病
例 38例遥 主要分布在陇南市武都区尧 文县尧 宕昌县尧 成县和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尧 迭部县以及庆阳市环县和白银市平
川区遥 其中袁 陇南市武都区尧 文县尧 舟曲县和迭部县病例分布
较为集中 (表 2冤遥

地震发生后 5月 12日至 6月 30日期间报告内脏利什曼
病 29例袁 其中实验室诊断病例 9例袁 临床诊断病例 20例遥 主
要分布于陇南市武都区尧 文县尧 宕昌县和成县袁 甘南藏族自治
州舟曲县和迭部县及定西市岷县遥 病例主要集中在陇南市武都

区尧 文县尧 舟曲县和迭部县等 4区 渊县冤遥
2.2 时间分布

2005-2007 年四川省内脏利什曼病月报告病例趋势分析
显示袁 2007年发病高峰较前 2年有所推迟袁 在 5耀6月达到一
个小高峰后袁 在 8 月达到最高峰袁 而 2005 和 2006年在 4耀5
月达到峰值后袁 逐步下降遥 与往年同期相比袁 2008年已在 4耀
5月达到第一个小高峰 渊图 1冤遥

2005-2007 年甘肃省内脏利什曼病月报告病例趋势分析
显示袁 2005尧 2006年月报告病例趋势相仿袁 较为平稳袁 8耀9月达
到全年月报告病例峰值袁 而 2007年在 4耀5月尧 9耀10月分别达到
报告病例峰值曰 比较往年同期报告病例数袁 2008年 5耀6月报告
病例数已显著超出前 3年的同期报告病例数 渊图 2冤遥

2.3 流行因素

强烈地震造成的重大自然灾害袁 使受灾地区的自然尧 社会
和生物等因素急剧变化袁 可能对内脏利什曼病的流行与传播产生
重要影响遥
2.3.1 自然因素 地震将对灾区自然环境与生态造成巨大影响袁
由于强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导致河流堵塞袁 使原来水域环境扩大
或形成新的水域环境遥 房屋尧 厕所及畜棚等倒塌袁 形成大量的
新涵桥洞口袁 地形地势变化后形成新的小面积的积水洼地袁 有
利于媒介白蛉的孳生遥 大量无主流浪犬无人监管袁 成为新的传
染源遥
2.3.2 社会因素 灾区原有住房被破坏后袁 大量灾民居住在临
时安置点袁 居住环境密集拥挤袁 暴露机会成倍增加袁 环境卫生

表 2 甘肃省受灾严重地区 2005-2007年和
2008年 1耀6月内脏利什曼病报告病例数

县名
文县
武都区
宕昌县
舟曲县
迭部县
合计

2005
37
35
园

10
2

84

2006
29
52

2
10

6
99

2007
53
66

3
28

6
156

2008年 1耀6月
25
26

5
13

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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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袁 且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遥 此外随着救灾与恢复重建工作的
展开袁 大量国内尧 国际的抗震救援人员进入灾区袁 增加了大量
的易感人群遥 人口流动亦可能带来病原体输入的风险遥
2.3.3 生物因素 地震灾害后人群易疲劳袁 精神紧张袁 以及生
活习惯的改变袁 使得人群尤其是婴幼儿尧 孕妇和老人容易出现
营养不良袁 导致抗病能力下降袁 可能造成条件致病菌感染或慢
性感染者急性发作袁 这些人群患病后多数症状较重袁 增加了治
疗难度遥 同时袁 还会掩盖传染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袁 为临床早
期发现和诊断带来困难遥
3 讨论

内脏利什曼病为机会性感染疾病袁 感染人数与患病人数
之比约为 9 颐 1遥 四川省尧 甘肃省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属山区型
犬源性袁 主要传染源为感染内脏利什曼原虫的病犬和患者袁 传
播媒介是野栖习性的中华白蛉遥 通常情况下袁 内脏利什曼病为
低度流行状态袁 呈散在尧 点状发病遥 当疫区犬的数量增加并伴
随犬的感染率上升袁 则会改变这种状态袁 引发局部或大范围的
暴发流行咱2暂遥

四川省九寨沟尧 黑水尧 茂县尧 北川县以及甘肃省陇南的
武都尧 文县尧 舟曲和迭部等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在本次大地震
中受灾严重袁 灾前报告病例数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两省整体发
病情况遥 受灾后自然环境和生态因素的变化可导致白蛉密度增
加袁 而且地震发生后的 1个月恰逢白蛉活跃周期袁 加之作为传
染源的犬只四处流浪袁 居民和救灾人员集中居住条件简陋袁 缺
乏防蛉条件袁 疲劳尧 营养状况差尧 免疫力降低尧 大批无免疫力
人员的进入尧 以及隐性感染者的迁移等袁 可导致内脏利什曼病
发病人数的增加遥 同时袁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和系统遭到严重破
坏袁 且根据月报告病例趋势袁 四川尧 甘肃两省均已在 5月左右
出现报告病例高峰遥 而甘肃省更是超出往年的报告病例数遥 此
外袁 地震后临床诊断病例报告已明显高出实验室诊断病例报
告遥 由此可见袁 四川尧 甘肃两省受灾较重的内脏利什曼病流行

地区袁 存在疫情回升和疫区扩散的潜势袁 且医疗诊治体系与能
力严重下降袁 如不加以控制袁 迅速恢复诊治能力袁 可能造成大
范围的传播和流行遥

为进一步做好灾后内脏利什曼病的防控袁 做到大灾之后
无大疫袁 应该加大防治力度袁 防止疫情的发生和扩散遥 建议院
淤消灭无主犬只袁 以减少传染源曰 于对人群居住环境和居室内
滞留喷洒杀虫剂袁 消灭白蛉曰 盂对发病病例和外来人员回到原
居住地发病病例袁 做到及时诊断袁 规范治疗袁 避免传染源扩
散曰 榆针对灾区人群和外来重建人员开展健康宣传和健康教
育袁 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袁 使用蚊帐袁 避免白蛉叮咬曰 虞进行媒
介监测袁 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流行区扩散遥

综上所述袁 由于地震灾害对当地自然尧 社会和生物等因
素造成了严重影响袁 疾病防控和医疗救治系统遭到重创遥 震后
1耀2个月又逢内脏利什曼病传播媒介白蛉的活跃期袁 受灾严重
的乡镇人群中传染源有增多趋势袁 且无主犬只急剧增多袁 如不
尽快加以控制袁 并迅速恢复医疗诊治体系袁 上述流行区存在内
脏利什曼病传播和流行的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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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主办的全国医学寄生虫

学与寄生虫病防治尧 科研新进展研讨会将于 2008年 8 月下旬
召开遥 会议将紧扣当前国内尧 外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防治尧 科
研的新形势尧 新问题尧 新技术尧 新成果, 以 野健康 2020冶 为主
题, 开展学术交流遥 现将学术交流大会的征文要求通知如下遥
1 征文内容 有关医学寄生虫学的应用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

的成就与进展, 包括医学原虫学尧 医学蠕虫学尧 医学线虫学尧
医学昆虫学的病原生物学尧 免疫学尧 分子生物学尧 疫苗和新药
研制以及寄生虫病特别是被忽视的尧 新现和再现寄生虫病的流
行病学尧 诊断与治疗尧 防治理论和实践等遥
2 征文要求 淤 有较高学术水平, 内容新颖, 尚未在公开发
行的刊物上发表遥 于 递交 1 000 字以内的论文摘要 渊电子
版冤 , 论点明确, 重点突出, 文字精炼, 规范使用名词术语尧 计
量单位和标点符号遥 盂 题目与正文之间列出作者姓名尧 工作

单位全称尧 城市名称和邮政编码遥 榆 字体要求院 题目四黑袁
作者名五楷袁 正文五宋遥 虞 论文摘要经初审后选出大会报告尧
分组报告尧 墙报和书面交流遥 愚 被录用论文将编入会议论文

摘要汇编遥 会后将以论文摘要形式在 叶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
病杂志曳 上专刊发表遥
3 提交征文截止日期 2008年 7月 30日
4 联系人院 官亚宜
地址院 上海市瑞金二路 207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邮编院 200025, 传真院 021鄄64376308袁 64667407
联系电话院 021鄄64376308, E鄄mail院 ipdwzzp@sh163.net

5 会议日期尧 地点及有关事项另行通知遥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

2008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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