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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2004 年孝昌县周巷镇低年龄组疟疾发病潜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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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属国家贫困县，多年来疟疾（间日

疟）疫情呈波浪式发展态势［1］。周巷镇为其边缘大镇，与孝

南区的双峰林区及黄陂县交界，总人口 6.3 万，有 41 个行政

村，356 个村民小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适宜于按蚊孳生和疟疾传播。为了更好地控制当地疟疾

疫情，现将周巷镇 2000 ～ 2004 年 2 月龄 ～ 10 岁低年龄组人群

疟疾疫情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按照《疟疾防治手册》规定的方法及标准［2］，采用 Excel
2000 软件，对孝昌县 2000 ～ 2004 年疟疾疫情资料进行统计

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疟疾疫情 2000 ～ 2004 年，周巷镇报告间日疟 202 例，

平均每年约 5 /万，无死亡病例。其中，2 月龄 ～ 10 岁低年龄组

133 例，占全镇病例总数的 65.8%。与全镇疟疾疫情构成比，5
年分别为 19 / 26、16 / 26、70 / 99、17 / 37 及 11 / 14，且 以 周 巷、

龙泉、青年、宽山和大屋等 5 村、镇（散居村、镇）发病居

多，共 76 例，占全镇发病总数的 57.1%。发病有明显季节性，

6 ～ 9 月居多，共 112 例，占总数的 84.2%。4、5、10、11 月发

病 21 例，占 15.8%。年龄分布，2 月龄 ～ 1 岁 82 例，1 ～ 5 岁

31 例，5 ～ 10 岁 20 例。男性 68 例，女性 65 例。

2.2 流行特点与发病潜势

2.2.1 流行特点 2000 ～ 2004 年，周巷镇疟疾流行特点：①
流行强度与当地的抗疟投入呈负相关，凡投入较高、切实做

好疟防工作，则疟疾流行势头即能遏制，否则疫情又回升；②

疟疾流行因素并未改变，即使发病率已降为较低水平仍易死

灰复燃；③ 病例分布不均匀，呈点片状，相邻自然村发病高低

悬殊；④ 有些人群带虫率较高，但未发病，一旦蚊媒密度增

高、或人蚊接触增多，极易造成暴发流行，且主要病例是低

免疫水平的 10 岁以下儿童。

2.2.2 发病潜势 疫情较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是：① 加大了疫

情管理力度，严格病例报告制度，减少了漏报，摸底调查又将

漏报的病例作了补报；② 出现了暴发点。

以下情况可能使实际发病回升：① 自然环境改变导致蚊

媒密度增加，如周巷镇由双季稻改种单季稻使田间蓄水时间

延长，更适于蚊虫孳生、繁殖；② 疟防措施不落实，抗疟药由

镇卫生院统一管理，乡医无药，离镇较远的边缘村现症病人

不能及时、正规治疗，甚至有的乡医误将疟疾当感冒治疗、

不报疫情，造成传染源积累；③ 暴发点未能及时控制；④ 居

民经济困难，对抗疟措施认识不足等。

周巷镇仍存在疟疾暴发的可能性。根据湖北省疟防工作

继续按照“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防治原则［3］，应

健全疫情管理网络，防止传染源积累及疫情扩散，并落实抗疟

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增强跨县联防成果，以降低发病，控制

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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