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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南宁市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及变化趋势! 为今后制定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根据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年报表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7 年南宁市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年发病率为 %7#58%9:" 万!与 !""; 年相比上升 758$<" 肠道传染

病#呼吸道传染病与 !""; 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5"#<和 !!58"<$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比 !""; 年上

升了 $"5;8<! 狂犬病与 !""; 年相比上升了 :875;=<$ 血源及性传播疾病与 !""; 年相比虽下降了

$577<!但艾滋病的发病率仍在升高!与 !""; 年相比上升了 :#;57%<" 结论 继续开展肠道传染病#

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和管理工作" 加强对南宁市重点人群#哨点医院的性病监测" 虫媒及自然疫源

性疾病上升较快!因此应落实防控工作责任制!加强对狂犬病防控工作的监督!规范狂犬病疫苗管

理!做好狂犬病疫情监测和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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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南宁市法定乙类传染病流行规律和变化 趋势!为今后制定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策略提供科学的

依据!现将南宁市 !""7 年乙类传染病疫情分析如下"

F 材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疫情来源于南宁市各城区县医疗

单位通过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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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 !!!" 月乙类传染病发病数与 "##% 年同期比较

&’()*+ ! ,-.+ /)01+* 23 ,4-.. 5 ’/3+67’2). 8’.+-.+. ’/ "##$
6209-*+8 :’7; 7;-7 ’/ 7;+ .-0+ 9+*’28 ’/ "##%

资料"人口资料来源于南宁市统计局!以年平均人口

数计算当年常住人口发病率#
"#$ 方法 根据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提供

的年报表统计分析!并用 781)/ 分类统计#

" 结果

$#" 传染病发病概况 !""9 年南宁市共报乙类传

染病 :# 种 !% !$; 例!死亡 :<" 例!发病率$死亡率$
病 死 率 分 别 为 %9#5=%>:" 万 $!5##>:" 万 $"5##?!与

!""; 年比较! 分别上升 95=$?$:9%5"<?$:%<5<#?#
发 病 数 在 前 9 位 的 传 染 病 为 肺 结 核 =<!< 例

%:9:5!:>:" 万&$病毒性肝炎 %<9" 例%9=5!%>:" 万&$
淋 病 %"9< 例%;#5"9>:" 万&$痢 疾 !==$ 例%;$5"=>:"
万&$梅毒 !=%; 例%;95:;>:" 万&!发病数占乙类传染

病总数的 =#5;%?#
!""9 年与 !""; 年比较!发病率升高的病种有 <

种!分别为狂犬病%@:=95;<?&$艾滋病%A:#;59%?&$梅

毒%A%%5%<?&$疟疾%A%%5"=?&$钩体病%A!$5:%?&$肺

结核%A!;5:%?&$伤寒$副 伤 寒%A:;5%<?&$痢 疾%A
95$<?&# 下降的病种有 # 种!分别为病毒性肝炎%B
!!5"<?&$麻疹%B!<5=!?&$乙脑%B%95<%?&$百日 咳

%B%%59:?&$新 生 儿 破 伤 风 %B%%5;9?&$猩 红 热 %B
:$5:;?&$淋病%B:$5%!?&#
$#$ 时间分布 发病高峰在 9!# 月!发病较少的月

份为 :! 月# 见图 :#

$#% 地区分布 !""9 年南宁市六城区及六县报告

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在 !;!5<;>:" 万!9::5;%>:" 万之

间 # 城 区 中 以 青 秀 区 报 告 发 病 率 最 高 %9::5;%>:"
万&!邕 宁 区 最 低%%"95!:>:" 万&!六 县 中 以 隆 安 县

报 告 发 病 率 最 高 %%#:5<9>:" 万 &! 宾 阳 县 最 低

%!;!5<;>:" 万&#
$#& 人群分布

!5;5: 性别分布 男 性发 病 :9 9"$ 例! 死 亡 :%<

例! 发病率$ 死亡率$ 病死率分别为 ;9"5!:>:" 万$
;5":>:" 万$"5<=?"女性发病 ##9< 例!死亡 ;! 例!发

病 率$死 亡 率$病 死 率 分 别 为 !9%5=">:" 万$:5%#>:"
万$"59;?#
!5;5! 年龄分布 各年龄组均有发病!以 "!: 岁发

病 率 最 高! 为 =<$5!<>:" 万! 其 次 为 #9!#= 岁 和

#"!#; 岁 年 龄 组 ! 发 病 率 分 别 为 <=#5!=>:" 万 和

<$#59=>:" 万!= 岁!和 :"!:;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低!
分别为 %<5"!>:" 万和 ;$5#9>:" 万# 故发病以幼儿和

老年为主#
!5;5% 职业分布 各种职业均有发病! 以农民发病

最多!为 :" $!= 例!其次为家务待业%:<;$ 例&和散

居 儿 童 %:$;% 例 &! 分 别 占 发 病 总 数 的 ;95$=?$
#5=;?$#5":?"死亡数以农民最高!为 :!" 例!占死

亡总数的 $$5$#?#
$#’ 各类传染病分析

!595: 肠道传染病 病毒性肝炎%甲肝$戊肝$未分

型&$痢疾$伤寒A副伤寒 % 种!发病 %$!% 例!占传染

病发病总数的 :959#"!死亡 : 例!发病数较 !""; 年

同期上升 %5"#"#
!595!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麻 疹$百 日 咳$流 脑 $猩 红

热$肺结核五 种!发病 :" "!= 例!占 传 染 病 发 病 总

数的 ;%5::"!死亡 #= 例!发病数较 !""; 年同期上

升 !!5=""#
!595%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 出血热$狂犬病$钩

体病$乙型脑炎$疟疾五种!发病 :%" 例!占传染病发

病总数的 "59$"!死亡 <" 例!发病数较 !""; 年同期

上升 $"5;="#
!595; 血源及性传播疾病 艾滋病$病毒性肝炎%乙

肝$丙肝&$淋病$梅毒四种!发病 =;;$ 例!占传染病

发病总数的 ;"5$""!死亡 :< 例!发病数较 !""; 年

同期下降 $599"#
!5959 新生儿破伤风 发病 %$ 例! 占传染病发病总数的

"5:9"!死亡 ! 例!发病数较 !""; 年同期下降 %%5%%"#
$#! 主要传染病的发病情况

!5$5: 肺结核 发病 =<!< 例!死亡 #< 例!发病率$死

亡率$病死率分别为 :9:5!:>:" 万$:5!">:" 万$"5#=?!
发病数居乙类传染病首位! 发病率比 !""; 年上升

!;5:%?# 该病发病无明显的季节性!全年各月均有发

病# 各城区和六县都有发病!以横县%:#"=&$宾阳县

%:!"= 例&$西乡塘区%::9# 例&发病较多#职业分布以

农民%$%;! 例!占 $;59%?&为主!其次为离退休人员

%#"< 例!占 #5!"?&# 各年龄组均有发病!以 9"!#= 岁

%;<!% 例!占 ;=5"#?&居多!男女性别比为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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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南宁市肺结核升高的原因主要有"#8$结

核病项目%特别是为民办实事项目启动以来!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结核病控制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

大了归口管理力度!同时加强了痰检工作!发现患者

水平明显提高! 使得结核病登记率随之上升&’!(随

着网络直报系统的逐步完善!结核病报告日趋规范)
!5$5! 细菌性痢疾 发病 !9#9 例!无死亡!发病率

为 :75;%<8" 万!与 !"": 年比上升 75#$=) 该病有明

显的季节性! 发病高峰在 $ 月和 9 月的夏秋季) 各

城 区 和 六 县 都 有 发 病!以 宾 阳 县#778 例(%武 鸣 县

#:$9 例(%青秀区#%7" 例(%隆安县#%:$ 例(发病较

多 ) 职 业 以 散 居 儿 童 #8%!! 例 !占 ::5%;=(%农 民

#7!# 例!占 8#5$9=(和 学生#:!7 例!占 8:5!#=(为

主!年龄分布以 "!7 岁#87!# 例!占 785!$=(居多!
男女性别比为 85:;"8) !""7 年 9 月隆安县丁当镇丁

当中学和丁当中心幼儿园均发生了细菌性痢疾局部

爆发疫情!共发病 899 人!无死亡)
!5$5% 艾滋病 发病 8!8 例!死亡 8! 例!发病率%死

亡率%病死率分别为 85;$<8" 万%"58;<8" 万%959!=!与

!"": 年相比分别上升 8#:57%=% 下降 "58$=% 下降

$%5$:=) 本病全年各月均有发病!各城区和六县都有

病例报告!以 横县#:# 例(%江南 区#8$ 例(%青 秀 区

#8% 例(%西乡塘区#8% 例(发病较多) 职业以农民#7!
例!占 :!59;=(和家务及待业#!9 例!占 !%59#=(为

主!年龄分布主要在 !"!:9 岁#8"8 例!占 ;%5:#=(!
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 例!男女之比为 :5":"8)

南宁市艾滋病传播途径以吸毒#静脉注射(和性

接触为主) 造成南宁市艾滋病增多的原因有"#8(艾

滋病病毒#>?3(感染者进入发病期) #!(广西艾滋

病%性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加强了对*两劳+在押人群 >?3 感染监测) ,%$广泛

开展了社区-农民工%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健

康教育!国家对艾滋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的政策

后!自愿咨询检测的人数增多) ,:(卖淫嫖娼活动屡

禁不止) ,7(吸毒人群增多)
!5$5: 狂犬病 发病 #: 例!死亡 #: 例!发病率%死亡

率%病死率分别为 858:<8" 万%858:<8" 万%8""5""=!与

!"": 年相比分别上升 8975:;=%8975:;=%") 该病散

发!全年均可发病!除兴宁区%青秀区%西乡塘区和隆

安县外!其余的三个城区和六县都有发病!以横县,89
例(%上林县,8$ 例(%宾阳县,8$ 例(发病较多) 邕宁

区%武鸣县%马山县到 !"": 年均无病例发生!!""7 年

都陆续出现了病例!故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职业以

农民,7: 例!占 #!59#=(为主@年龄分布以 :"!#: 岁

,:; 例!占 $:5;$=(居多A男女性别比为 859$"8) 狂犬病

高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养犬户较多!犬密度高&犬免

疫率低!且以放养为主!使人被犬咬伤的机会增多&人

被犬咬伤后处理率较低&疫苗管理存在簿弱环节)

! 讨论

南宁市!""7 年报告的乙类传染病结果显示!年

发病率与 !"": 年相比有所上升) 在各类传染病的

发病率中!肠道传染病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细菌性

痢疾!近 % 年来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肠道传染病中

起着主要的作用) 因此! 仍要继续开展肠道传染病

的防治工作!加强食品卫生监测%监督管理 B8C!加大

对农村%托幼机构肠道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呼吸道传染病与 !"": 年相比有所上升!尤其是

肺结核上升幅度较大) 应继续开展呼吸道传染病和

发热患者的管理和监测! 加强肺结核病的归口管理

工作! 对结核病患者周围的人群D密切接触者进行

感染监测和胸透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感染者和患者!
及时进行预防性治疗B!C)

血源及性传播疾病虽有所下降!但艾滋病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仍需进一步加强对南宁市哨点医院的性

病监测%疫情管理工作!继续开展特定人群,吸毒%卖

淫嫖娼%服务行业人员(的艾滋病%性病监测工作!全

民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病%性病的发

病率&自乙型肝炎疫苗纳入计划免疫以来!有效的控

制了 >E3 的传播B%C!乙型肝炎的发病率与 !"": 年相

比有所下降!但不能掉以轻心!乙型肝炎的预防仍是

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上升较快! 特别是狂犬

病!近两年来上升幅度很大!因此应落实防控工作责

任制!加强部门间合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

狂犬病防控工作的监督& 进一步规范狂犬病疫苗管

理!对从事家犬交易%屠宰的人员进行狂犬病疫苗预

防接种! 被犬咬伤者要及时到卫生医疗机构处理伤

口和注射狂犬病疫苗& 做好狂犬病疫情监测和分析

工作!为防控狂犬病提供决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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