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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 分析 201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棘球蚴病报告病例的相关信息遥
方法 运用 SPSS 16.0软件袁 对 201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棘球蚴病报告病例进行统计学
分析遥 结果 2011年我国棘球蚴病报告病例 3 225例袁 其中袁 死亡病例 1例袁 有效病例 3 013例遥 发病居前 3位的是
新疆 渊41.5%袁 1 251/3 013冤尧 甘肃 渊16.9%袁 509/3 013冤 和青海 渊12.0%袁 363/3 013冤遥 各年龄组均有发病袁 31耀40岁组
报告病例数所占比例最高 渊20.7%袁 625/3 013冤袁 男女病例之比为 1 颐 1.01遥 高发职业为农牧民遥 结论 2011年中国棘
球蚴病网络直报病例主要分布在新疆尧 甘肃尧 青海尧 宁夏尧 四川尧 内蒙古和西藏等 7省(区)袁 棘球蚴病在中国西部地区
依然流行较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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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from the National Web鄄based

Infectious Diseases Report System in China in 2011. Methods Data of echinococcosis in 2011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Report System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PSS 16.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3 225 cases were reported in 2011, including 1 death and 3 013 effective cases. The three
provinces 渊autonomous region冤 with high incidence were Xinjiang渊occupying 41.5%袁 1 251/3 013冤, Gansu渊16.9%袁 509/3 013冤
and Qinghai 渊12.0%袁 363/3 013冤. Cases distributed in all age groups, with the highest incidence in the group of 31鄄40鄄
year鄄old.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1 颐 1.01. The incidenc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was highest. Conclusion In 2011袁
the reported cas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Xinjiang, Qinghai, Inner Mongolia, Gansu, Ningxia, Sichuan and Tibet.
Echinococcosis is mainly prevalent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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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国网络直报棘球蚴病病例分析
李军建袁 陈海棠袁 伍卫平 *

棘球蚴病俗称包虫病袁 是由棘球绦虫幼虫寄生于
人体而引起的一种严重的人兽共患病咱1暂袁 呈世界性分
布袁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咱2暂遥 棘球蚴病在中国主要分
布于新疆尧 甘肃尧 四川尧 青海和宁夏等省渊区冤遥 中国
每年因动物感染棘球蚴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亿元以
上咱3袁4暂遥 2004年人体重要寄生虫病调查表明袁 部分省
渊区冤棘球蚴病流行非常严重袁 众多人口受到棘球蚴病
的威胁袁 流行区的人群平均感染率为 1.1%袁 血清阳

性率为 12.0%咱5暂遥 为了解中国当前棘球蚴病感染的相
关信息袁 本文将对 2011年全国各省通过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报告 渊网络直报冤
的棘球蚴病病例进行了分析遥

资料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整理 201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信
息管理系统中报告的棘球蚴病例 3 225例袁 包括误报
和上报后删除的无效病例 211例尧 死亡 1例和有效病
例 3 013例遥 棘球蚴病流行省渊区冤报告病例 2 851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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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行省 渊区冤报告病例为 162例袁 13例曾到过棘球
蚴病流行省渊区冤遥 所有病例均为按照发病时间统计的
终审病例袁 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尧 实验室诊断病例袁 删
除重复报告病例和疑似病例遥

2 质量控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

所有病例均通过网络直报上报袁 由各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负责审核遥 其中袁 非流行省渊区冤的报告病例由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病预防控制所核实遥

3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16.0软件袁 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对疫情
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的 野性别冶尧 野年龄冶尧 野现住详
细地址冶 和 野职业冶 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结 果

1 地区分布

2011年袁 棘球蚴病例在我国 29个省渊区冤均有分
布 渊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冤袁 报告病例居前的依次
为新疆 渊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冤渊41.5%袁 1 251/3 013冤尧

甘肃 渊16.9%袁 509/3 013冤尧 青海 渊12.0%袁 363/3 013冤尧
宁夏 渊10.8%袁 324/3 013冤尧 四川 渊9.2%袁 276/3 013冤尧
内蒙古 渊3.9%袁 115/3 013冤 和西藏 渊0.4%袁 13/3 013冤袁
以上 7省渊区冤报告的棘球蚴病数占全国总报告病例数
的 94.6%袁 具体见表 1遥

2 人群分布

2.1 性别分布 3 013例报告病例中袁 男性 1 501例袁
占 49.8%曰 女性 1 512 例袁 占 50.2%曰 男女之比为
1 颐 1.01遥 具体见表 1遥
2.2 年龄分布 各年龄组均有病例报告袁 其中最小
的 2周岁袁 最大的为 88周岁遥 青壮年是棘球蚴病高
发的年龄段袁 31耀40岁组报告病例数所占比例最高
渊20.7%袁 625/3 013冤袁 21耀70 岁占 84.7% 渊表 2冤遥
2.3 职业分布 各职业人群均可能患棘球蚴病袁 报告
病例数占比例最高的为农民 渊1 557袁 51.7%冤袁 其次为牧
民渊494袁 16.4%冤袁 其他依次为学生 渊176袁 5.8%冤尧 家务
及待业 渊174袁 5.8%冤尧 工人 渊118袁 3.9%冤尧 干部职员
渊78袁 2.6%冤尧 离退人员 渊74袁 2.5%冤尧 教师 渊38袁 1.3%冤尧
商务服务 渊38袁 1.3%冤 和其他渊266袁 8.8%冤遥

表 1 2011年全国棘球蚴病报告病例的地区和性别分布
Table 1 Regional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in China in 2011

性别Sex
新疆Xinjiang 甘肃Gansu 青海Qinghai 宁夏Ningxia 四川Sichuan 内蒙古Inner Mongolia 西藏Tibet 其他Others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男Male 640 51.2 217 42.6 194 53.4 165 50.9 133 48.2 49 42.6 5 38.5 98 60.5
女Female 611 48.8 292 57.4 169 46.6 159 49.1 143 51.8 66 57.4 8 61.5 64 39.5
合计Total 1 251 41.5 509 16.9 363 12.0 324 10.8 276 9.2 115 3.9 13 0.4 162 5.4

省渊区冤Province渊Au鄄tonomousregion冤

年龄组 Age group
0耀 11耀 21耀 31耀 41耀 51耀 61耀 71耀 81耀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病例
数No.cases

构成
比/%Ratio/%

甘肃 Gansu 4 0.8 3 0.6 32 6.3 54 10.6 110 21.6 114 22.4 123 24.2 60 11.8 9 1.8
内蒙古InnerMongolia 1 0.9 3 2.6 24 20.9 13 11.3 32 27.8 19 16.5 13 11.3 7 6.1 3 2.6
宁夏Ningxia 0 0 3 1.0 29 9.0 57 17.6 58 17.9 64 19.8 72 22.2 37 11.4 4 1.2
青海Qinghai 5 1.4 26 7.2 69 19.0 103 28.4 88 24.2 34 9.4 31 8.5 6 1.7 1 0.3
四川Sichuan 18 6.5 30 10.9 44 16.0 57 20.7 41 14.9 33 12.0 36 13.0 15 5.4 2 0.7
新疆Xinjiang 59 4.7 95 7.6 249 19.9 297 23.7 210 16.8 176 14.1 117 9.4 42 3.4 6 0.5
西藏 Tibet 0 0 3 23.8 4 30.8 4 30.8 2 15.4 0 0 0 0 0 0 0 0
其他 Others 7 4.3 9 5.6 24 14.8 40 24.7 29 17.9 27 16.7 14 8.6 12 7.4 0 0
合计 Total 94 3.1 172 5.7 475 15.8 625 20.7 570 18.9 467 15.5 406 13.5 179 5.9 25 0.8

表 2 2011年全国棘球蚴病报告病例的年龄分布
Table 2 Age distribu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in China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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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间分布

报告病例数最高的月份分别为 12月渊363例冤尧 4月
渊320例冤和 3月渊295例冤遥 甘肃尧 内蒙古尧 宁夏尧 青海尧

四川尧 新疆和西藏的病例数最高的月份为别为 12月尧
11月尧 4月尧 8月尧 4月尧 7月和 12月份 渊表3冤遥

表 3 2011年全国棘球蚴病报告病例的逐月分布情况
Table 3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in China in 2011

省渊区冤Province渊Autonomous region冤
月份 Month 合计Total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甘肃 Gansu 27 17 37 96 40 30 25 27 31 37 32 110 509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 7 3 10 6 13 14 8 15 7 24 7 115
宁夏 Ningxia 21 28 31 43 30 19 27 30 15 25 26 29 324
青海 Qinghai 26 25 46 26 17 19 33 47 31 25 23 45 363
四川 Sichuan 24 19 33 43 28 11 19 22 13 21 22 21 276
新疆 Xinjiang 121 62 128 84 117 109 133 109 101 74 84 129 1 251
西藏 Tibet 1 0 2 1 0 1 0 0 0 1 3 4 13
其他 Others 10 11 15 16 23 17 9 11 15 10 6 18 175
合计 Total 231 169 295 320 261 219 260 254 221 200 220 363 3 013

讨 论

棘球蚴病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尧 生命安全和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咱6鄄8暂袁 并被列为被忽
视的热带病遥 2010年袁 我国制定了 叶防治棘球蚴病行
动计划 渊2010-2015冤曳袁 阐明了我国棘球蚴病主要分布
于内蒙古尧 甘肃尧 新疆尧 四川尧 青海和宁夏等西部省
份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袁 6 600多万人受到棘球蚴病
的威胁遥 从 2005年起袁 我国各级政府加大了棘球蚴病
防治工作力度袁 2007年棘球蚴病被列为国家免费救治
重大传染病之一遥

本文结果显示袁 2011年全国网络直报棘球蚴病
例为 3 013例袁 低于 2008年的 5 889例咱9暂遥 这可能与
近几年对棘球蚴病的重视程度提高袁 防治力度加大有
关遥 2005年国家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棘球蚴病项目袁
投入的资金持续增加袁 人群查病和治疗工作得到加
强袁 更多人了解到棘球蚴病的危害和防治措施遥

本文结果显示袁 棘球蚴病病例主要分布于新疆尧
甘肃尧 青海尧 宁夏尧 四川尧 内蒙古和西藏等 7省渊区冤袁
合计病例数占全国总报告病例数的 94.6%遥 这可能与当
地主要的生产类型为畜牧业和卫生条件较差有关咱10暂遥 且
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袁 与以往调查的结果相符咱9暂遥 甘
肃尧 四川尧 内蒙古和西藏的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袁 与
全国的情况一致袁 而宁夏尧 新疆尧 青海和其他非流行
省渊区冤则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遥 有文献报道袁 女性发
病率高于男性可能与妇女从事畜牧生产和家务劳动袁
并且与犬等接触的机会较多有关咱11暂遥

2011 年西藏区报告的棘球蚴病例数明显高于
2008年的病例数 渊3例冤 咱9暂袁 可能是因为国家和自治
区政府近几年加大了对棘球蚴病防治力度和资金投

入袁 查病能力和报告疫情数据的意识有所加强遥 但报

告病例数明显少于其他流行区省渊区冤遥 根据其他流行
省渊区冤的棘球蚴病流行情况推测袁 西藏区的棘球蚴病
实际发病数可能远高于网络直报的病例数袁 可能存在
漏报的情况遥
年龄构成比中袁 31耀40岁年龄组所占的比例最高

渊20.7%冤袁 21耀70岁合计占 84.7%袁 与以往的调查结
果一致咱9袁12暂遥 由此可见棘球蚴病例主要集中在青壮年遥
青壮年是主要的劳动力袁 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接触虫
卵的机会多袁 感染概率大遥 棘球蚴病是慢性病袁 青少
年感染后袁 由于早期未能及时诊断发现或手术治疗后
复发而使病例积累咱13暂遥 职业分布中袁 农民所占比例最
高 渊51.7%冤袁 其次是牧民 渊16.4%冤遥 棘球蚴病多发生
于牧区尧 半农半牧地区袁 这些地区均有养犬的习惯袁
犬是造成该病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原因 咱14暂遥 另外袁 这些
地区的经济较为落后袁 卫生条件较差袁 人群受教育程
度较低袁 健康意识较弱和生产生活习惯等也是造成棘
球蚴病在该职业中比例较高的原因遥
棘球蚴病在我国分布广泛袁 受威胁人群多袁 需要

政府投入更多的力量来改变当地的生产方式尧 生活习
惯和卫生条件袁 并加大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的宣传袁 提
高人民健康意识袁 在棘球蚴病流行的各个环节上采取
更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袁 使该病得到有效控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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