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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浙江省湖州市狂犬病疫情流行特征和流行因素!探讨防制对策!遏制全市狂犬病

疫情回升趋势" 方法 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历史疫情资料分析" 结果 789:;!"": 年湖州市共发生狂

犬病病例 89 例!分布于长兴#安吉两县和湖州市区$长兴县发病 <8 例!占总病例数的 =">!居全市首

位"病例以农村儿童和青壮年为主!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全年均有发病!以夏秋季相对较多"疫情自 !"
世纪 8" 年代初开始呈下降趋势!7888!!""! 年无病例发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 !""$ 年开始疫情

出现回升趋势" 结论 犬类数量不断增加致使暴露机率上升!群众防病知识缺乏#防病意识不强!未

能及时规范处理暴露伤口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及人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以及狂犬病自然疫源地的存

在是导致湖州市人间狂犬病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需采取针对性措施!遏制疫情回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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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自然疫源 性疾病!是迄今为止人类病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
一旦发病!病死率达 7"">" 浙江省湖州市属狂犬病

流行地区!由于疫源地在该市依然存在!加上近几年

城乡养犬数量急剧增加!恶犬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自

!""$ 年开始!狂犬病疫情呈上升趋势" 为进一步分

析湖州市狂犬病疫情的流行特征和流行因素! 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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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防 制 对 策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作 者 对 湖 州 市 789:!
!"": 年狂犬病疫情进行了专题分析!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所有疫情资料来源于湖州市传染

病疫情年报资料#人口资料来源于市统计局"
"#$ 分析方法 疫情资料用 ;<0(. 软件进行统计!采

用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

" 结果

$#" 疫情概况 789:=!"": 年湖州市共发生狂犬病

病例 89 例!均死亡" 疫情自 !" 世纪 8" 年代初开始

呈下降趋势!至 8" 年代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7888!
!""! 年无病例发 生!!""$ 年 开 始 出 现 疫 情 回 升 趋

势" 历年发病情况见图 7"

$#$ 时间分布 狂犬病疫情全年均有发病!以夏秋

季发生较多!但 7 月份病例也相对较多" 89 例病例

发病时间分布见图 !"

$#% 地区分布 疫情波及全市各县区!主要集中在

长兴$安吉县" 长兴县发病 >8 例!占全市总病例数

的 ?"@#安吉县发病 !8 例!占总病例数的 !85?8@#
湖 州 市 区 %现 吴 兴 $ 南 浔 两 区 & 发 病 7$ 例 !占

7$5!#@#德清县发病最少为 # 例!占 #57>@"
$#& 人群分布 男性发病明显高于女性!89 例病例

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男女性别比为 758#A7" 各

年龄段均有病例发生! 以儿童和青壮年居多" 其中

"B岁组 !" 例$7"B岁组 8 例$!"B岁组 8 例$$"B岁组

7# 例$>"B岁组 7$ 例$?"B岁组 7? 例$:"B岁组 8 例$
#"B岁组 : 例" 职业分布以农民和儿童为主"
$#’ 危险因素监 测 对 !""$!!"": 年湖州 市报告

的 77 例狂犬病病例的暴露因素进行分析发现’
伤人动物’9 例为犬!$ 例为野生动物鼬獾!以犬

为主!占 #!5#$@!野生鼬獾咬伤比例占 !#5!#@"
咬伤地点$ 部位和程度’# 例在家中!> 例在野

外!以家中为主#咬伤部位以上肢为主!分别为上肢

%包括手指$手掌$手臂&: 例!躯干部 ! 例C下肢 7 例!
头面部 7 例!不详 7 例#咬伤程度均为 DDD 级暴露"

伤口处理和疫苗接种情况’被咬伤后!其中 7"
例病例均未及时到指定医疗机构或犬伤门诊对伤口

进行规范处理 %其中 : 例未处理!> 例自行处理&!7
例咬伤后到附近卫生院进行伤口处理#77 例病例均

未注射人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抗狂犬病血清#77
例病例中! 仅 7 例头面部咬伤儿童接种狂犬病疫苗

> 针%未到最后 7 针接种时间即已发病&!其余 7" 例

均未接种狂犬病疫苗"
潜伏期和病程’77 例病例从咬伤到发病的潜伏

期!最短为 7> E!最长达 !" 个月#从发病到死亡病

程最短 7 E%头面部咬伤儿童&!最长 # E"
$#( 暴露人群监测 湖州市从 !""? 年开始实施狂

犬病暴露人群监测工作! 全市犬伤门诊监测资料显

示!!""?!!"": 年全市总暴露数为 ?? $!? 人次" 其

中暴露于犬的为 >: ?:7 人次!占 9>57:@#暴露于猫

的为 ?8#: 人次!占 7"59"@#暴露于鼬獾$野兔等野

生动物的为 77$ 人次!占 "5!"@#暴露后单纯接种狂

犬病疫苗的为 ?$ 7?9 人次!占 8:5"9@#狂犬病疫苗

和免疫球蛋白联合使用的 78:: 人次! 占 $5??@!尚

有 !"7 人次暴露人群未接种狂犬病疫苗或使用免疫

球蛋白"

# 讨论

湖州市 789:=!"": 年共发生狂犬病 89 例" !"
世纪 9" 年代为湖州市狂犬病高发时期!平均年死亡

率为 "5$?F7" 万!病死率 7""@!居全 市急性传染 病

首位$浙江省第 ! 位" 7898 年全市发病 7: 例!为 !"
年中发病最多年份" 788>=!""" 年期间!湖州为浙江

省发病数最高的历史老疫区! 发病数占全省病例总

图 ! !$%&’"()& 年湖州市狂犬病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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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例狂犬病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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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7$5""!89:" 男性发病明显高于女性!各年龄段均

有发病!发病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长兴#安吉两县

的山区和半山区! 全年均有发病! 以夏秋季相对较

多!与大连市相似8!:" 经过大力开展狂犬病防制的宣

传教育! 落实并规范狂犬病门诊及疫苗接种等防控

措施!湖州市从 ;" 年代初开始!狂犬病疫情呈下降

趋势! 至 ;" 年代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9;;;<!""!
年无病例发生" 但从 !""$ 年开始!疫情出现回升趋

势!比全国和浙江省狂犬病疫情回升时间稍晚89!$:"
从近 = 年危险因素监测和暴露人群监测资料分

析结果可知! 犬仍然是目前引起湖州市狂犬病疫情

回升的主要宿主动物与传染源 $由犬引起的狂犬病

占 #!5#$>!犬 暴露人群占 ?=597>%!加强犬类的 管

理与免疫是有效控制狂犬病流行的重点工作" 湖州

市自 !""$ 年 99 月起实施 &犬类管理暂行规定’!但

农村犬类的管理和免疫一直是个难点" 据市犬类管

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册登记并免疫的犬只

;">为城市家庭宠物犬!农村家养犬登记较少!进行

免疫的则更少! 估计实际家养犬只数量远远大于城

市宠物犬数量"近年来!湖州市农村家犬和城市宠物

犬的数量不断增加! 致使狂犬病暴露机会的进一步

增加!!""7 年湖州市犬伤门诊就诊人数接近 $ 万人

次!比 !""@ 年上升近 9">!提示暴露 机率的增 加!
是导致狂犬病疫情回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湖州市自 !" 世纪 ;" 年代后呈现以鼬獾类野生

动物为主要传染源的特点" 9;;=<!""$ 年 9" 年间!
湖州市的市区#长兴#安吉等县连续报告鼬獾咬伤所

致的狂犬病病例! 说明狂犬病在湖州市的野生鼬獾

间存在并造成一定传播! 形成了狂犬病的自然疫源

地8=:" 针对此疫情特点!湖州市在狂犬病防治知识的

宣传教育中突出防护鼬獾等野生动物咬伤的知识!
教育群众不捕杀# 食用鼬獾等野生动物! 一旦被咬

伤!同样需要及时处理伤口#接种疫苗!使群众增强

了防护意识!有效控制了鼬獾咬伤引起的狂犬病"但

从近 = 年的监测资料可知! 鼬獾引起的狂犬病出现

回升趋势!提示需再次加强防护知识的教育!是控制

全市狂犬病疫情回升的另一重点措施"
及时#规范的伤口处理和狂犬病疫苗的接种!以

及人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抗血清的规范使用对于

预防人狂犬病的发生非常关键" 近 = 年暴露危险因

素监测结果显示! 大部分群众在暴露后存在侥幸心

理!99 例病例均属 AAA 级暴露!但均未注射狂犬病免

疫球蛋白或抗血清!;"5;9>的病例未能及时对伤口

进行处理并接种狂犬病疫苗! 没有认识到及时处理

伤口# 接种狂犬病疫苗和使用人用狂犬病免疫球蛋

白或抗血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许真#虞建锋#胡

富宇等研究相似8$!@!7:" 因此!必须广泛开展狂犬病防

治知识尤其是暴露后预防处置知识的宣传教育!增

强群众自我防护能力!提高群众的防病意识!教育群

众在暴露后应及时到狂犬病门诊进行伤口处理#全

程接种狂犬病疫苗"
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和儿童发病率较高!考虑与

农民和儿童缺乏狂犬病防治知识! 自我保护意识较

弱!预防处置费用相对较高等因素有关" 因此!农民

与儿童应作为狂犬病防制的重点人群! 应加强宣传

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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