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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成都市狂犬病流行特征和趋势!探讨疫情回升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方法 收

集成都市 9;?"!!""8 年狂犬病疫情报告资料和 !""?!!""8 年病例个案调查表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

析$ 结果 成都市狂犬病曾于 !" 世纪 <" 年代经历流行高峰!以后 9;;!=!"": 年长达 9$ 年无本地病

例报告!!""? 年以来疫情重现并快速回升$ 全市 ;""的行政辖区有病例报告!但辖区东部的 ?%8 个郊

区县多发&#<59#"#!农村居民为主要发病人群!夏秋季相对多发!农村地区犬只是主要传染源!9"""
病例暴露后未接受规范处置$ 结论 农村地区犬只动物疫情流行和暴露后处置不规范导致人间疫情

回升!疫情可能会持续一定时间!因此!要建立防治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落实狂犬病综合防治措施$

关键词! 狂犬病’流行特征’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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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狂犬病疫情静息多年后! 于 !""? 年再

现!!""8 年快速回升!!""8 年死亡病例数居各种传

染病首位! 疫情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和群众广泛

关注$为了探讨本市狂犬病流行特点和趋势!为防治

对策制定提供依据! 对 9;?"=!""8 年狂犬病疫情资

料进行分析$

E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成都市 9;?"=!""8 年传染病疫情

资料汇编!成都市 !""?=!""8 年狂犬病个案调查表$
"#$ 方法 用 @I0(. 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 用描述

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9 结果

$#" 流行趋势 成都市辖 ; 区 : 市 8 县!面积 9!5:
万 JA!!!""? 年底人口 99"" 万 &农村人口占 ?""#$
9;?"=!""8 年全市报告狂犬病 !!; 例!病死 !!; 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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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在 789":78#; 年处于低水平偶发状态 "年发

病!$ 例#!累计报告 7# 例"#5<!!$!78;" 年代经历

一 个 流 行 高 峰 !78#8 :788! 年 累 计 报 告 7;9 例

%;"5#8!$!788!:!""< 年连续 7$ 年本地无病例报告

"期间零星报告均为输入$!!""9 年疫情重现!报告 !
例!!""= 年病例数大幅增加!报告 !9 例!见图 7&

"#" 地区分布 789""!""= 年 78 个区"市$县中的

7# 个有病例报告! 其中郊区 "农村$ 报告 !7$ 例

"8$5"7!$!中心城区报告 7= 例"=588!$!农 村 发 病

显著高于城市’辖区东部的金堂县(双流县(龙泉驿

区(新都区(青白江区和彭州市 = 个地区报告病例均

在 7" 例以上!累计报告 7#8 例"#;57#!$!病例分布

呈现一定的区域集中趋势& !""9:!""= 年报告病例

分布于 # 个地区!其中病例较多""$ 例$的双流县(
金堂县(青白江区(龙泉驿区(新都区 9 个地区正是

历史上疫情多发地区&
"#$ 季节分布 !""9:!""= 年报告的 !# 例病例中!
除 7#$ 月无发病外!其余月份均有病例报告!夏秋季相

对多发& 病例暴露时间分布在 !#8 月! 春夏季相对较

多& 发病月走势曲线滞后于暴露月走势曲线!见图 !&

"#% 人群分布 !""9:!""= 年报告 !# 例病例中男

性 !" 例!女性 # 例’发病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
农民 !7 例!工人 7 例!学生 $ 例!其他人员"城镇居

民$! 例& 发病人群以农村居民为主"!< 例$&
"#& 伤人动物情况 伤 人 动 物 中 流 浪 犬 79 只!有

主人犬 77 只"其中 ! 只有免疫史$!野生动物 7 只&

暴露地点均在农村!农村流浪犬和有主人犬为主要

传染源&
"#’ 暴露后处置情况 !""9:!""= 年报告的 !# 例

病差例中 7! 例伤口未处理!79 例伤口处理不规范’
!! 例病例未注射狂犬疫苗!7 例全程注射狂犬疫苗!
< 例没来得及全程注射狂犬疫苗即发病’!# 例病例

均未注射抗病毒血清或免疫球蛋白&

! 讨论

$#( 国内疫情回升原因分析 788; 年以来全国人

间 疫 情 持 续 回 升!目 前 正 处 于 新 一 轮 流 行 期 >7?!其

中部分地区多年无疫情后!又出现狂犬病爆发流行

现象 >!?& 国内学者对疫情上升原因进行了大量分析

后普遍认为 >7:$?!首要原因在于犬只密度增大!犬只

免疫覆盖率低!疫苗生产流通环节监管不力使免疫

效果降低!犬只放养和流动现象普遍直接导致动物

带毒率和疫情回升’其次是群众的狂犬病防病意识

不高!暴露后因缺乏防治知识!心存侥幸或者受经

济条件限制而没有及时接受规范化处置!导致动物

疫情波及人间&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降低后政府放

松了对狂犬病的管理!基层防治工作出现滑坡甚至

停滞&
$#" 成都市疫情回升原因探讨 成都市人间狂犬

病疫情迅速回升! 表明疫情发生地犬类动物中已经

存在狂犬病流行! 据成都本市农业部门 !""= 年检

测! 疫情发生地农村犬只带毒率为 <5#"@! 较 7888
年报道的 757;!升高了 $ 倍><?& 成都市狂犬病疫情回

升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7$ 目前农村犬只数量大!
散养普遍! 特别是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建设和人口迁

移导致农村流浪犬大量出现! 加速疫情在动物间的

扩散! 也增加了犬伤人的机会!!""= 年全市统计犬

伤就诊 $5! 万人次!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就诊’
"!$农村犬只存在免疫空白& !""= 年本市农业部门

统计在册家犬 <7 万余只!其平均免疫率 #$5<8@!而

有关专家估计农村犬只应在 7"" 万只以上! 故实际

免疫覆盖率可能仅 $"!’"$$与成都市疫情多发地接

壤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狂犬病流行! 可能存在动物

间输入传播!也可能从当地野生动物传入!但疫情为

何会短时间内在历史疫区爆发流行! 疾病的爆发流

行是否存在某些阈值 "如 ABC 推荐的犬只免疫率

#"!$!需要研究’"<$由于成都市多年无人间病例发

生!农村居民和医务人员对狂犬病危害的认识不足!
被动物咬伤后没有及时规范处理伤口和预防注射!也

是导致发病的重要因素’"9$其他因素如犬只密度及

图 " 成都市 "##$%"##& 狂犬病暴露与发病季节分布

’()*+, " -,./01.2 3(/4+(5*4(01/ 06 +.5(,/ ,780/*+,/ .13 9./,/ (1
:;,1)3* 6+0< =>$# 40 "##&

图 = 成都市 =>$#%"##& 年狂犬病发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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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报告率"及时性"影响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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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例报告是疾病 监 测 管 理 中 最 基 本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内容# 及时$准确$完整的死亡病例报告!能够及时发现诊断

不明的$可能死于传染病的病例!为有关部门及早采取措施!

控制疫情!为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监测和预防提供基线数

据!同时!了解医疗机构死亡病例的死因构成!分析其动态变

化趋势!为制定卫生工作政策和规划提供准确数据# 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死亡病例报告

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新乡市第一人民

医院临床科室死亡病例登记$医务科%死亡医学证明书&$防保

科总死亡登记和网络直报数据#

"$% 方法

’8(按照 卫 生 部%县 及 县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死 亡 病 例 监 测 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对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死亡病例!每半年分析漏报情况!计算死亡病例的报告率#

作者单位@8!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新乡 >?$""""!! 新乡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作者简介@张月霞’8<?#;(!女!河南省新乡市人!主管医师!主要从事

疾病监测和免疫预防工作

通讯作者@张月霞!A(.@ "$#$;!$><8$=!BC)&.@ D2E8<?#?>F’&/)504C
收稿日期@!""=;"#;"< ’下 转 第 >9! 页(

带毒率变化$犬伤人数及规范处置率变化$病毒是否

变异$疫苗免疫效果等!还需要系统收集监测资料才

能做出确切的分析评价#
&$& 成 都 市 疫 情 趋 势 预 测 成 都 市 狂 犬 病 于 !"
世纪 9" 年代严重流行! 前后经历长达 8" 余年!<"
年代一度得到有效控制!既往流行趋势与全国基本

一致 G8H# 新一轮疫情回升时间虽滞后于全国!但上

升速度较快#由于成都市自然疫源和流行因素客观

存在!人间病例的控制有赖动物疫情的根除!狂犬

病的流行还会持续一定时间! 甚至可能向城区扩

散!其流行强度$时间和范围取决于综合防治措施

的实施到位情况#
&$’ 防 治 工 作 存 在 的 困 难 ’8(由 于 多 年 无 人 间

病例发生!自 !""" 年初本地政府投入减少!综合协

调机构解散或拆并!基层兽防队伍流失!狂犬病防

治工作一度出现无人管无人干的局面"’!(犬只管

理相关法规政策滞后!不适应当前依法行政要求!
对养狗者的不配合行为缺乏制约手段"’$(部分农

民经济条件制约其对人用和犬用免疫制剂的接受

程 度!而 政 府 缺 乏 相 应 补 偿 救 助 机 制"’>(少 数 政

府官员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只要卫生部门把好犬伤

处置关! 保证无人发病! 狂犬病就不算什么大问

题!这 种 观 念 只 会 掩 盖 动 物 疫 情!也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原 则"’?(监 测 系 统 不 健 全!缺 乏 连 续 动 态 的

监测数据!为疫情评估和预测带来困难#
&$( 防治对策建议 ’8(各级政府应加强对狂犬病

防治工作的领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如健全防治机

构!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法规制度!明确部门职责目

标!加强督导检查等!确保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农业$公安$工商和基层政府紧密协作!切实落实

犬只登记$拴养$免疫$捕杀$收容等措施!有效控制

和逐步消除动物疫情!从根本上消除狂犬病的威胁"
’$(卫生部门加强对医务人员狂犬病防治业务培训!
加强对预防接种门诊和外科门诊的建设与管理!方

便群众就诊!规范暴露后伤口处理和免疫注射程序!
保证处置效果!预防医疗纠纷"’>(宣传部门加强大

众宣传教育!争取群众支持!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

和暴露后及时就诊率"’?(鼓励专业人员开展调查研

究!提高防治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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