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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监测!

&$$&%&$$' 年浙江省临安市伤寒副伤寒
流行特征分析

童卫胜"单宇敏

摘要!:目的:探讨浙江省临安市伤寒副伤寒流行规律' 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临安市 !""! E!""L 年伤

寒副伤寒疫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E!""L 年临安市累计报告伤寒副伤寒 ;"L$ 例!无死亡病例!年平均

发病率 !#5&;M;" 万!男性发病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为 ;5%LX;!发病年龄集中在 ;$ O&& 岁年龄组!职业以农民(民

工为主$9 年中发生暴发疫情 % 起!发病例数占 $L5$%T' 结论:临安市 !""!E!""L 年报告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地区分布具有集中趋势!季节主要集中于 & EL 月$流行菌株为甲型副伤寒杆菌!水源污染是副伤寒高

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伤寒副伤寒$ 流行特征$ 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F$;!k% 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 E##G;%!""#&"$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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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21,19 0% (0%/ ,% 1);0%& 8#07/$;031!+,8$;53%8,20%,803% B,7U$6 ;07U A,583;A3;8#$#0&# 0%501$%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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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副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和甲(乙(丙副伤寒

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长(传染性强(传播

途径多(易复发!是比较难以控制的肠道传染病'

一旦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后!往往易在当地形成较长

时间流行状态);*

' ;##"E!""; 年!临安市伤寒副伤

寒发病维持在较低水平!发病率在 "5!"M;" 万 O

!5;GM;" 万之间!菌型均为伤寒杆菌' !""! 年以来

浙江省临安市发生 % 次较大规模的甲型副伤寒局部

暴发流行' 为探讨其流行规律!进一步研究防治对

策!减少疫情造成的危害!现将 !""! E!""L 年临安

市伤寒副伤寒疫情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5;:资料来源:疫情资料来自 !""!E!""L 年临安

市法定传染病订正年报和副伤寒暴发疫情流行病

学调查资料!人口资料来源于临安市统计局'

;5!: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伤寒副

伤寒发病资料进行分析' 数据采用<@2*0!""% 软件

统计' 药敏试验采用的3EJ培养基及药敏纸片由

杭州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提供!在有效期内使用'

脉冲场凝胶电泳%U\S<&分型由杭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完成'

&"结果

!5;:流行概况:!""!E!""L 年临安市累计报告伤

寒副伤寒 ;"L$ 例!无死亡病例' 发病率波动在

;5#$M;" 万O#&5%;M;" 万之间! 年 平 均 发 病 率

!#5&;M;" 万'!""! 年达到一个发病高峰后疫情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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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 年发病率最低!为 ;5#$M;" 万!此后疫情

又逐年递增!!""G 年发病率显著上升!!""9 年再次

形成一个发病高峰!发病率为 #&5%;M;" 万!!""L 年

发病率又迅速回落至 L5&%M;" 万!见图 ;' 流行形

势!!""! 年和 !""9 年以暴发流行为主!其他年份主

要为散发!9 年间共发生 % 起暴发疫情!累计病例

G%$ 例!占总病例数的 $L5$%T'

图 !"&$$&%&$$' 年临安市伤寒副伤寒疫情分布和变化趋势

()*+,-!"C)=-2)81,)A+1)03061D/70)2_/5,51D/70)26-E-,8

-/)2-=)485324753*-1,-32)3Z)3(53" &$$&%&$$'

!5!:地区分布: 全市 !G 个乡镇街道!除 G 个乡镇

没有报告病例外!其他乡镇均有病例发生' 各地年

平均发病率在 "5G$M;" 万 O!$&5!&M;" 万之间!病

例主要分布在高虹镇(太湖源镇及与其相邻的横畈

镇和锦城街道!& 个乡镇发病例数占 #&5G$T%;"!9M

;"L$&$发病最高的是高虹镇!占总病例数的

G%5L9T%G#%M;"L$&!年平均发病率为 !$&5!&M;"

万$其次为太湖源镇占 ;%5&GT%;&GM;"L$&!年平均

发病率为 G%5!"M;" 万'

!5%:时间分布:全年每月均有病例发生!但呈春夏

季双峰型 % & 月和 L 月&!以 L 月发病最多!占

!$5$%T!;! 月最少占 ;5!#T$在散发为主的 $ 个年

份!呈夏秋单峰型!$ 月起发病逐步上升!至 L 月达

高峰!;" 月后急剧下降!见图 !'

图 &"&$$&%&$$' 年临安市伤寒副伤寒病例的月份分布

()*+,-&"H)81,)A+1)03061D/70)2_/5,51D/70)26-E-,8

458-8AD =0317)3Z)3(53" &$$&%&$$'

!5&:性别#年龄分布:男性 G!# 例!女性 &$G 例!男

女性别比为 ;5%LX;$发病年龄最小 G 月龄!最大 L"

岁!主要集中在 ;$ O&& 岁年龄组!占总病例数的

9L59;T%L$&M;"L$&'

!5$:职业分布:构成比以农民为最高占 &;5#%T!

其次为民工占 %L5$!T!学生占 ;"5"$T!工人(幼托

儿童(散居儿童(公务(离退休(家务依次占 !5#$T(

;5&9T(;5!"T("5L%T("5G$T("5&GT!教师(商

务(医务各占 "5%9T!其他不详占 "5L%T'

!5G:暴发流行情况:9 年间共报告甲型副伤寒暴

发疫情 % 起%!""! 年 ! 起!!""9 年 ; 起&累计病例

G%$ 例!占总病例数的 $L5$%T' !""! 年 & E$ 月高

虹镇集镇所在地和太湖源镇杨桥村因村集中式井

水和农户自备井水受污染而致 !!& 人发病' !""9

年 9 EL 月高虹镇同一地点因同样原因再次发生暴

发疫情!发病 &;; 例!其中实验室确诊 %G& 例!临床

诊断 &9 例!罹患率为 #%&5"#M;" 万'

!59:流行菌株及耐药情况:!""!E!""L 年报告的

病例中!伤寒 ;& 例!占 ;5!#T$甲型副伤寒 ;"9; 例!

占 #L59;T' 对高虹镇不同年份分离的甲型副伤寒菌

株共;%株%其中暴发菌株G株!""!年;株!!""9年$

株$散发菌株 9 株 !""$ 年 ! 株!!""G 年 $ 株&进行

U\S<分型!见图 %' 结果显示菌株间 U\S<型别的

'(2*系数均 P"5#!表明菌株同属 ; 个克隆系' 对

!""9E!""L年分离的部分甲型副伤寒菌株%!""9 年暴

发菌株 &"株(!""L年散发菌株 $ 株&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显示甲型副伤寒菌株对红霉素(利福平(萘啶酸

耐药!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庆大霉素等大多数抗

生素普遍敏感!见表 ;'

注#从左至右共 ;$ 条带!其中第 ! 条为 !""! 年菌株!%(& 条为

!""$ 年菌株!$ O# 条为 !""G 年菌株!;" O;& 条为 !""9 年菌株!

第 ;(;$ 条为 =+.e*.

图 @"!@ 株甲型副伤寒菌株脉冲场凝胶电泳图

()*+,-@" N(SP=5/06!@ 81,5)3806/5,51D/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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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临安市甲型副伤寒菌株药敏试验结果

C5A>-!"H,+* 8+84-/1)A)>)1D 065'("22/*+'$'#6+0%*/*9)3Z)3(53" &$$;%&$$'

耐药

试验

头孢

噻肟

头孢

噻吩

氨苄

西林

阿莫

西林

庆大

霉素

阿米

卡星

环丙

沙星

诺氟

沙星
萘啶酸 四环素

复方

新诺明
红霉素 利福平 痢特灵

敏感 &% %& &$ &$ &$ &$ &" && " &$ &$ " " &$

中敏 ! ;; " " " " $ ; " " " " " "

耐药 " " " " " " " " &$ " " &$ &$ "

@"讨论

临安市 !""!E!""L 年伤寒副伤寒疫情上升趋势

明显!表现为地区高发!季节分布呈双峰型%& 月和 L

月&!这与大多数地区报导的发病高峰有所不同)!!%*

!

在散发为主的年份!季节分布呈单峰型% L 月&!与其

他肠道传染病发病高峰一致!农民和外来民工是高发

人群' 流行菌株转变为甲型副伤寒杆菌!这与省内其

他地区情况相似)! E&*

$不同年份甲型副伤寒菌株脉冲

场凝胶电泳分型结果表明菌株同属一个克隆系!提示

暴发菌株与散发菌株间均呈紧密关系' 药敏试验结

果提示甲型副伤寒菌株对红霉素(利福平(萘啶酸耐

药!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庆大霉素等大多数抗生

素普遍敏感!与有关报道有所不同)!*

' 造成疫情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 %起较大规模的暴发疫情!临安

市高虹镇(太湖源镇饮用水源为村自制集中式井水和

大量的农户自备井水!管网互通!多数井与化粪池相

距较近' 再加之当地经济发展较快!流动人口大量涌

入!外地民工聚集!超出当地市政公用承受能力' 一

方面造成集中式供水不足!需使用自备井水$另一方

面因排泄量增加造成厕所化粪池容量不足!粪水外

溢!当地土壤又为渗透性较强的砂土!因此饮用水源

极易受粪便污染!而且消毒效果不能保证!经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表明!水源污染是甲型副伤寒疫情暴发的

主要因素)$*

' 洁净的水源是是预防伤寒副伤寒等肠

道传染病最基础最重要的措施!!""! 年两地发生暴

发疫情后!太湖源镇从 !""$年起逐步接通自来水!此

后疫情稳定!仅有少量散发病例发生$ 而高虹镇因多

种原因未接通自来水!!""9 年再次发生暴发疫情!在

接通临时供水和填埋农户自备井后!发病迅速下降'

因此!加大重点流行地区改水改厕工作力度!确保群

众用上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是临安市控制伤寒副伤寒

流行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治本措施' 同时!卫生部

门要加强疫情监测!早期发现病例!及时控制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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