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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我国西部部分地区鼠疫疫源地的
疫情及生态特征分析

刘秋倩　唐甜　吴龙　许汝福　黄国荣　熊鸿燕

　　【摘要】　目的　系统分析评价我国近 ９年来有关西部地区鼠疫疫情、鼠疫疫源地特征及鼠疫监测的文献，以描述和了
解该地区鼠疫疫源地发展趋势。 方法　制定检索策略，在 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中文全文等数据库与 ＷＨＯ、美国 ＣＤＣ 等官
方网站上检索并纳入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相关文献。 采用定性系统分析方法严格评价纳入文献。 系统分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西南地
区鼠疫疫情趋势，疫源地地理景观特征，动物宿主及媒介特征。 结果　共纳入 １４ 篇文献，包括 １３ 篇原始研究，１ 篇综述；以云
南、贵州和四川为观察目的地的西南地区被 ５种鼠疫疫源地穿越和包绕，鼠疫疫情从 ２０００ 开始逐年下降，呈稳定趋势；四川地
区疫源地有轻微活跃趋势，但无病例报道。 不同地区的同类疫源地在地理景观和动物特征方面非常近似。 结论　近年来西
部地区鼠疫疫情处于稳定状态，局部疫源地有轻微活跃趋势，疫源地通道的扩展威胁存在。 提示西南地区要严控鼠疫通道的
扩散，加强监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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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是古老而又神秘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之一。 由于对病原体在自然环境中的保存机制至今还缺乏深
入的认识，以及疫源地无害化处置的困难，长期以来，鼠疫疫源地通道的扩展以及鼠间鼠疫的发生一直无法
控制。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鼠疫疫情逐渐活跃，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１唱４］ 。
我国是世界上活跃鼠疫疫源地的国家之一，近 ３０ 年来，鼠疫流行范围不断扩大。 全国疫源县已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２５ 个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９５ 个。 疫源地面积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８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４０ 余万平
方公里。 鼠疫疫源地扩展到 １１ 种，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的 １９ 个省、自治区县［５唱９］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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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为代表的我国西部地区，土地辽阔，人口众多。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开放，
西部地区广泛开展建设。 环境和生态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增加，特别是三峡库区的修建和使用，给这些地区
带来了传染病流行和暴发的威胁。 目前，虽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属于非鼠疫疫区，但是有多种不同的鼠
疫疫源地穿越或包绕在这一地域。 如果生态环境的变化引发了鼠疫区通道的快速扩展和延伸，将有可能呈
现更为复杂的疫情表现特征，危害性难以估量。 描述和分析近年来西部地区鼠疫疫源地的疫情趋势及生态
特征，将有利于丰富鼠疫流行病学的理论，掌握鼠疫疫情动态，增强防控能力。

资料与方法

１畅检索策略：数据库检索：中文期刊全文库、中文文摘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ＯＶＩＤ、ＥＭＢＡＳ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Ｐｒｅｓ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检索：ｐｌ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ｃｉ ＯＲ 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ｐｅｓｔｉｓ 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同时也进行中文相关词汇检索。 其他检索资源：ＷＨＯ官方网站、美国 ＣＤＣ 官方网站、中国各级
ＣＤＣ网站、中国政府卫生部门网站。

２畅文献的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１）主题：各种有关我国鼠疫疫情及疫源地描述信息资料和数据；
（２）发表类型：原始研究、综述、疾病报告、调查报告、实验室技术报告、个案报告、专著；（３）语种：中文、英文。
排除标准：非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资料，地域不明确资料，非现场资料，非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疫情信息，查找不到
全文的各种文献资料，非官方或非专业网站上发表的文献资料。

３畅资料分析方法：在系统阅读纳入的文献和资料后，采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的鼠
疫疫情和鼠疫疫源地相关信息，内容涉及鼠间鼠疫，人间鼠疫，疫源地类型（区域、地理景观、宿主、媒介），动
物及媒介病原体检测结果、血清学检测结果等。 对数据进行整理。 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ＡｒｃＧＩＳ ９畅３ 软件进行统计表
和统计图的制作。

结　　果

检索结果与文献描述：按照检索策略共检出 ２１１６ 条结果，其中中文 ２６０ 条，英文 １８５６ 条；经初筛和最终
筛选，最终纳入 １４ 篇文献［５唱６，８，１０唱２０］ 。 包括 １３篇原始研究，１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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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疫情发展趋势：在西部地区，南部的云南有活跃的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齐氏姬鼠和大绒鼠鼠疫自
然疫源地，贵州有扩展而致的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部的四川有青藏高原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并
与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接壤；北部与甘宁黄土高原的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相望。
云南鼠疫疫情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处于高峰期，分别有 １６、２０、１４ 个县（市）出现鼠疫疫情，分布地区主要为

德宏、保山、临沧、思茅。 动物疫情出现了自西向东，由边境向内地扩散的严重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在疫点点次数和病例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每年仍有 １ ～８个县（市）出现鼠疫疫情，说明云南鼠疫疫
情流行范围仍然广泛（图 ２，３）。
贵州于 ２０００ 年黔西南州兴义和安龙两县的天生桥水电站库区沿岸地区首次发生鼠疫流行，此后至

２００３ 年，兴义每年都有鼠疫病例发生，２００４ 年至今，贵州全省无鼠疫病例报告。
四川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仅石渠为青藏高原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２００７ 年证实德格为喜马拉雅旱獭鼠

疫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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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人间鼠疫先扬后抑，２０００ 年开始逐年降低，以散发形式出现（表 １）。 病例分布在云南和
贵州，四川省无病例报道。

表 1　中国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人间鼠疫病例分布（例）

地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合计

云南 １２２ l４４  ４４ 揶１１ 　０ P４  ０ 种０ 櫃０ \２２５ J
贵州 ８８ X２４  ２４ 揶１ 崓０ P０  ０ 种０ 櫃０ \１３７ J
四川 ０ D０  ０ 适０ 崓０ P０  ０ 种０ 櫃０ \０ "
合计 ２１０ l６８  ６８ 揶１２ 　０ P４  ０ 种０ 櫃０ \３６２ J

２畅病原体阳性检出趋势：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疫源地动物和媒介样本采样监测结果显示，云南、贵州、四川三
省总平均鼠疫菌株检出率为 ０畅１０％，图 ４ａ～４ｉ分别为鼠疫杆菌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检出率（％）的时空
图。 从时空图可见，在贵州地区，宿主及媒介样本中病原菌的检出率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为高峰，最高达到
７畅６６％～１０畅００％，以后逐年下降，２００４ 年后无阳性检出，下降趋势明显；云南和四川地区在 ９年间检出率分
别维持在 ０畅０１％ ～１畅６６％，趋势稳定。 动物与媒介样本检出率与人间鼠疫疫情相比，贵州地区两者有共同
的消长趋势，而云南和四川的这种相关趋势不明显。 其中，近年来四川的病原体阳性检出率持续稳定和无
病例报道现象有待深入分析。

３畅疫源地地理景观特征：云南、贵州同属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是目前我国最活跃的鼠疫自然疫源
地，地貌和气候复杂。 云南的西北山地还有局部的齐氏姬鼠、大绒鼠鼠疫疫源地（野鼠鼠疫疫源地）；四川西
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州是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通道，２００７ 年证实的德格地区也属于旱獭鼠疫疫源地，而
１９９７ 年证实的石渠属于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根据地理信息数据，不同类型的疫源地地理景观有明显差
异，而不同地区的同类疫源地的特征确有很多的相近之处（表 ２）。

４畅疫源地宿主及媒介的种类特征：云南和贵州的主流疫区属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黄胸鼠是其优势
种，褐家鼠次之；缓慢细蚤和印鼠客蚤是优势蚤种；病原体属滇闽居民区生态型菌株，含有的 ４ Ｍｄ质粒是其
最大特点。 鼠唱蚤唱鼠和鼠唱蚤唱人是主要传播途径，９０％以上是腺型鼠疫，无明显季节性是其流行病学特点。
此外，研究显示，云南动物地理区划属若干小区，分别为横断山中部小区、横断山南部小区、滇池东高原小
区、滇西高原小区、滇南山地小区，有小兽类 ２６０ 多种，其病原菌感染情况值得监测。

四川染疫动物种类逐年增加。 １９９７ 年仅有青海田鼠和牧犬，１９９９ 年增加猞猁（人间鼠疫）、２０００ 年增加
沙狐、２００１ 年增加家猫、２００３ 年增加旱獭、２００４ 年增加藏系绵羊、２００５ 年增加狗獾、２００７ 年增加长尾仓鼠。
染疫媒介蚤类包括 ２００１ 年证实的细钩黄鼠蚤、直缘双蚤指明亚种和 ２００７ 年证实的五侧纤蚤邻近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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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畅动物血清学检测结果：Ｆ１抗原是病原体的荚膜抗原，为一种糖蛋白，有高度特异性，其抗体的检测已
广泛用于血清等诊断。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动物（宿主及媒介）血清学监测结果显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平均鼠
疫 Ｆ１抗体阳性率为 ０畅４２％，其中云南平均为 ０畅２５％，贵州为 ０畅８２％，四川为 ３畅３８％。 各地均显示有逐年降
低趋势（表 ３）。

讨　　论

１畅疫源地综合信息监测的重要性：人类与鼠疫的斗争已经有 １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由于自然界物种的极大
丰富，依赖于自然疫源地发展、转归的鼠疫疫情如同自然疫源性疾病疫情一样发展变化很快。 追随其踪迹，
研究者们很难完全揭开其神秘面纱。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鼠疫防治工作的不足仍然是一些基本问题，如疫
源地的扩展不能控制，疫情发现滞后，病原体出现耐药性，疫苗的副作用大、稳定性差等。 因此，疫源地综合
信息的主动监测显得更为重要。 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正确、及时地认识疫源地的疫情和通道特征，为鼠疫防
治提供科学依据。
在加强政府和研究部门的鼠疫监测任务的同时，利用科学研究报道、网络信息进行鼠疫疫情的系统分

析，有利于更加全面、综合地认识疾病现象，这是目前医学领域蓬勃开展起来的信息分析技术，是一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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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疫源地地理景观学特征

地区 经纬度 疫源地类型 海拔 气候 植被 土壤
主要地理

景观

云南 北纬 ２１°８′３２″

～２９°１５′８″，东

经 ９７°３１′３９″～

１０６°１１′４７″

黄胸鼠鼠疫自然

疫源地（家鼠鼠疫

疫源地）；齐氏姬

鼠、大绒鼠鼠疫疫

源地（野鼠鼠疫疫

源地）

全省地势北高南

低，滇 西 北 海 拔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ｍ；南
部的元江、澜沧河

谷海拔只有 ５００ ｍ
左右

亚热带

季风气候

南热带季雨林、

河谷雨林、常绿

阔叶林

红壤

砖红壤

山地居民

农田景观

贵州（天生

桥库区）

北 纬 ２４°５６′

２７ ��畅９６″， 东 经

１０５°０６′２３  畅８８″

黄胸鼠鼠疫自然

疫源地

１５５０ ｍ 亚热带

季风气候

常绿阔叶林、常

绿栎林

黄壤

红壤

黄棕壤

山地居民

农田景观

四川 石 渠 县： 东 经

９７°２０′～ ９９°

１６′， 北 纬 ３２°

１９′～３４°２０′；德

格县：东经 ９８°

１２′～９９°４１′，北

纬 ３１°２４′～

３２°４３ u

石渠县：青藏高原

青海田鼠鼠疫自

然疫 源 地； 德 格

县：喜马拉雅旱獭

鼠疫疫源地

石渠县： ４２００ ｍ；
德格 县： ２９８０ ～

６１６８ ｍ

亚热气

候带

河谷灌丛、暗针

叶林、亚高山草

甸、高山草甸、流

石滩植被、针叶

林、针阔叶混交

林和沼泽草甸

潮土、灰褐土、草

甸土、暗棕壤土、

亚高山草甸土、

高山草甸土、沼

泽土 和 高 山 寒

漠土

高 山、 森

林、草原

表 3　中国西部部分地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鼠疫 Ｆ１抗体阳性率（％）

地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四川 ５ 滗滗畅９８（２４／４０１） ９   畅２９（３３／３５５） １７ `̀畅４５（３７／２１２） ６ ��畅７４（３０／４４５） ７   畅８６（３５／４４５）

云南 ０ 滗滗畅４４（１１０／２５ ０６３） ０   畅２８（５１／１８ ３５１） ０ `̀畅３８（６９／１８ １４３） ０ ��畅０９（１４／１５ ９００） ０   畅０１（１／１４ １１７）

贵州 ２５ 滗滗畅５５（３５／１３７） １   畅０４（４５／４３３９） ４ `̀畅６７（３３／７０７） ０ ��畅２４（３／１２２８） ０（０／１２９６）

合计 ０ 滗滗畅６６（１６９／２５ ６０１） ０   畅５６（１２９／２３ ０４５） ０ `̀畅７３（１３９／１９ ０６２） ０ ��畅２７（４７／１７ ５７３） ０   畅２３（３６／１５ ８５８）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合计

四川 １ ��畅５７（７／４４５） ２   畅２５（１０／４４５） ０ 88畅５３（１５／２８５３） ３ ��畅１０（２１／６７８） ３ 貂貂畅３８（２１２／６２７９）

云南 ０ ��畅０３（４／１４ １１７） ／ ／ ０ ��畅０２（３／１２ ４１９） ０ 貂貂畅２５（３５９／１４１ ８５３）

贵州 ０ ��畅１３（３／２３７４） ／ ／ ０ ��畅００（０／１１９８） ０ 貂貂畅８２（１１９／１４５５４）

合计 ０ ��畅０８（１４／１６ ９３６） ／ ／ ０ ��畅１７（２４／１４ ２９５） ０ 貂貂畅４２（６９０／１６２ ６８６）

科学的疾病监测的补充方法。 本研究所揭示的综合信息对西部地区鼠疫的预防和控制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以发表的论文数据和信息为依据，以 ＷＨＯ、ＵＳＣＤＣ 和我国 ＣＤＣ及卫生机构发布的信息为补充，

增加了疫情数据的可靠性。 但是，发表偏倚、研究设计偏倚以及数据收集的不全面也可能存在，因此，相关
结果还需要以实地抽样调查予以验证。

２畅西部地区鼠疫疫情的严峻威胁：分析显示，以云南、贵州和四川为观察地的西南地区被黄胸鼠、齐氏姬鼠
与大绒鼠、青海田鼠、旱獭和阿拉善黄鼠 ５种鼠疫疫源地穿越和包绕，鼠疫疫情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逐年下降，呈散发
趋势。 四川地区疫源地有轻微活跃趋势，虽然近年来无病例报道，但引发疫情的危险性很大，值得密切关注。
此外，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同类疫源地在地理景观和动物特征方面非常近似 ，说明在该区域具有相同地理景
观和动物特征的非疫源地地区有可能成为鼠疫疫源地通道扩展的下一目标地。 有报道显示，三峡库区的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库区沿线区域在地理景观、宿主和媒介类型上与多种鼠疫疫源地存在许多相近特征，鼠疫
通道的进入具有物质基础［２１唱２３］ 。 因此，在西部地区应当严控鼠疫通道的扩散，加强监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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