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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HFRS）是由汉坦病毒（Hantavirus，HV）引起

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范围广，危害严重，其传

染源主要是啮齿动物［1-3］。云南省于 1957年首次有

HFRS疫情报告，并于 1983年经病原学和血清学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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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云南省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流行特征，为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云南省HFRS病例资料并用

Excel 2003软件建立数据库，用SPSS 13.0软件对HFRS的发病率、死亡率及疾病的地理、季节、人群分布进行统计学处理，

其中方差分析应用于比较不同地区间的发病率差异，线性相关分析用于比较不同人群与发病的相关性。结果 1976－
2012年，云南省共报告HFRS患者876例，死亡50例，年平均发病率为0.058/10万，年平均死亡率为0.0042/10万，病死率

为 5.71％。1984－1987年和 1998－2006年出现两次流行高峰。全省 14个州（市）的 75个县（市、区）有病例报告，各州

（市）之间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流行地区为昆明市及红河、楚雄和大理州，占全省病例数的80.48％，其中昆明

市占全省发病数的 35.50％。从地理特点分析，疫区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海拔 1500～2500 m的地区。西南部低海拔

（＜1500 m）地区和海拔＞2500 m的山区几乎无病例报告。全年均有发病，春夏季为流行高峰；主要发病人群为男性青壮

年农民。结论 HFRS在云南省分布较广，主要流行区为中部和西北部海拔在1600～2000 m的盆地地区，应加强主要疫

区的监测和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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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HFR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FRS. Methods The data on HFRS cases in
Yunnan were collected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using Excel 2003.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13.0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HFRS,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al, seasonal,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of the cases;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cidence, and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HFRS. Results From 1976 to 2012, a total of 876 cases of HFRS were reported in Yunnan province,
and 50 cases were fatal; the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was 0.058/100 000, the average annual mortality rate was 0.0042/100 000,
and the fatality was 5.71%. Two epidemic peaks occurred in 1984-1987 and 1998-2006. The cases of HFRS were reported in 75
county ⁃ level regions (counties, cities, or districts) of 14 prefecture ⁃ level regions (prefectures or cities) in Yunna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HFRS among the prefecture⁃level regions. The main epidemic areas (prefecture⁃level
regions) were Kunming, Honghe, Chuxiong, and Dali, where 80.48% of all cases occurred, and particularly 35.50% of all cases
were reported in Kunming. The epidemic area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western regions at 1500-2500 m
elevation; few cases were report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2500 m elevation) and low⁃elevation areas (＜1500 m elev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The incidence of this disease was found through the whole year, and the epidemic peak was in spring and
summer. Young and middle ⁃ aged male farmers were the main affected population. Conclusion HFRS cas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and northwestern basin areas at 1600-2000 m elevation are the main epidemic
areas. Th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HF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main epidem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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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该病及其自然疫源地，随后流行区范围不断扩大，

2001－2006年为云南省历史上HFRS发病数最多的时

期，2007－2010年发病数有所下降，但 2012年发病数

又有上升趋势且新发病地区明显增多，成为需要关注

的公共卫生问题。分析云南省1976－2012年HFRS流
行病学特点和发展趋势，对做好防治工作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HFRS病例资料来源于云南省传染病

疫情报告信息系统和疫情资料汇编以及HFRS病例个

案调查表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人口资料来源于云南

省及各州（市）统计局。

1.2 统计学处理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用Excel
2003软件建立数据库，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其中方差分析应用于比较不同地区间的发病率差

异，线性相关分析用于比较不同人群与发病的相关

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流行趋势 云南省自 1957年报告首例HFRS患

者以来，大多数年份均有该病发生。1976－2012年全

省共报告HFRS患者876例，其中已明确感染发病的县

（市、区）有 827例，省内、州内流动或数据不全的 49
例。全省年平均发病率为 0.058/10万，其中死亡 50
例，年平均死亡率为 0.0042/10 万，平均病死率为

5.71％。在本次分析的年度中，除 1976、1977、1979、
1981和1983年无HFRS患者报告外，其余32年均有病

例发生。图1显示，云南省HFRS疫情呈现两次流行高

峰，第 1个高峰出现在 1984－1987年，共发病 124例，

死亡16例，其中1986年发病50例，死亡8例，发病率为

0.140/10万，死亡率为0.0200/10万，病死率为16.00％，

为病死率最高年份；1998－2006年出现第2个高峰，共

发病435例，死亡13例，其中2003年发病数最多，为72
例，死亡 1例，发病率为 0.170/10万，死亡率为 0.0024/
10万，病死率为 1.39％，此为历年发病率最高年份。

2004年以后发病数开始逐年下降，但仍维持在相对较

高水平，直到 2007年全省HFRS发病相对较低，仅为

14 例，发病率为 0.020/10 万，死亡 1 例，死亡率为

0.0013/万，病死率为7.14％；2012年发病35例，疫情又

有上升趋势。可见不同年代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

率存在差异。总体来看，近几年病死率较低。

2.2 地理分布 随着HFRS发病数的增加，全省发病

范围也持续扩大，截止 2012年，全省 16个州（市）中，

除西双版纳和迪庆州外，其他州（市）均有病例报告，占

全省州（市）的87.50％（14/16）。其中病例数最多的是

昆明市，1976－2012年共报告病例311例，占全省病例

总数的 35.50％（表 1），为历年HFRS高发区。昆明市

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14′～103°03’，北纬 24°23′～
25°36′，以高原为主的地貌形态，位于云南省中部，最

高海拔2834 m，最低海拔1600 m，垂直高差1200 m左右，

年平均气温14.7℃；年日照2481.2 h，年降雨量1094.1 mm
左右，无霜期227 d，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主要分

布地区［4］。其他 13个州（市）病例数占全省总数的

64.50％，各州（市）发病数差别较大（表1）。

根据1976－2012年云南省各州（市）HFRS年平均

发病率，可分为高、中、低发病区（图 2）。疫区主要分

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昆明（0.164/10 万）、红河

（0.122/10万）、大理（0.112/10万）、楚雄（0.097/10万）和

丽江市（州）（0.075/10万），为高发病区；与之相邻的东

中部地区的曲靖（0.022/10万）和玉溪市（0.021/10万）

及西部地区的怒江州（0.036/10万）、临沧市（0.025/10
万）发病率较中部地区低，为中发病区；而东部的昭通

市（0.006/10万）和文山州（0.005/10万）、西部的德宏州

（0.005/10万）和保山市（0.004/10万）及南部的普洱市

（0.001/10万）发病率最低，为低发病区；南部地区的西

双版纳州和北部地区的迪庆州则无病例报道。同时对

高、中、低 3组进行方差分析，三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图1 1976－2012云南省HFRS发病和死亡情况
Figure 1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HFRS

in Yunnan province, 1976-2012

表1 1976－2012年云南省各地区HFRS发病构成比
Table 1 Constituent ratios of HFRS cases in each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1976-2012
州（市）

昆明

红河

大理

楚雄

曲靖

丽江

临沧

玉溪

昭通

病例数

311
153
142
99
37
27
16
12
10

构成比（%）

35.50
17.47
16.21
11.30
4.22
3.08
1.83
1.37
1.14

州（市）

怒江

文山

保山

德宏

普洱

迪庆

西双版纳

不详

合计

病例数

7
7
3
2
1
0
0

49
876

构成比（%）

0.80
0.80
0.34
0.23
0.12
0.00
0.00
5.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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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129个县（市、区）中75个县（市、区）有HFRS
病例报告，占全省总县（市、区）数的 58.14％。根据各

县（市、区）HFRS病例数绘制图 3，泸西县、西山区、祥

云县为高发地区（图 3中粉红色区域），分别占全省总

病 例 数 的 14.38％（126/876）、12.56％（110/876）和

11.30％（99/876）。泸西县位于红河州境内，地表为广

泛分布着石灰岩地层的溶岩地貌，地处东经103°30′～
104°03′，北纬 24°15′～24°46′之间，海拔800～2459 m，
年平均气温15.1 ℃；西山区地理状况详见前述昆明市

的地理特征；祥云县位于大理州境内，地表高原面较平

坦，起伏不大，地处东经100°25′～101°03′，北纬25°11′～
25°53′之间，海拔 1604～3240 m，年平均气温 14.7 ℃。

这3个县均为HV主要宿主动物褐家鼠广泛分布地区。

图2 1976－2012年云南省各州（市）HFRS的发病率

Figure 2 Incidence of HFRS in each prefecture⁃level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1976-2012

图3 1976－2012年云南省各县（市、区）HFRS的地理分布
Figure 3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FRS cases in each county⁃level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1976-2012

2.3 季节分布 对1976－2012年876例HFRS病例资

料分析，主要发生在 3－6月，占总病例数的 50.19％；

7－10月分别占6.05％、5.94％、5.71％和5.37％；1、2和

11月分别占7.59%、7.53%和7.53%；12月发病数最低，

仅占 4.09％。表明全年均有病例发生，主要流行季节

为春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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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群分布

2.4.1 年龄分布 根据807例HFRS病例资料分析，各

年龄段均有发病，年龄最小的1岁，最大的70多岁，0～
20 岁年龄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9.05％，21～50 岁青

壮年组占 77.07％，50岁以上病例数占 13.88％。21～
50 岁青壮年组病例数与年病例数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r＝0.971，P＜0.01）和线性相关关系，该人群发病数增

多直接影响年发病数的增加。

2.4.2 性别分布 807例患者中，男性666例，女性141
例，男女性别比为4.72∶1。各年份病例数均以男性为

主（图4）。男性发病数与年发病数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r＝0.945，P＜0.01）和线性相关关系。

2.4.3 职业分布 农民、工人和学生共发病656例，占

病例总数的81.29％。其中农民为主要发病人群，占病

例总数的 62.21％。其他职业人群发病数较少。农民

病例数与年病例数相关系数 r＝0.963，P＜0.01，具有

线性相关关系，表明农民发病数增多对年发病总数绝

对数的增加起重要作用。

3 讨 论

HFRS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洲，但主要流行区为

亚洲和欧洲［5］，在我国的分布较为广泛［6-7］。我国主要

存在以褐家鼠为主要宿主的汉城（SEO）型病毒和以黑

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为主要宿主的汉滩（HTN）
型病毒的流行［8］，云南省主要为家鼠型疫区［9］。通过对

云南省HFRS疫情分析证实，该病在云南省分布较广，

但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病例主要发生在昆明市及其周围地区，近些年

来，新的疫区、疫点仍在不断出现，疫区范围不断扩大，

新发生HFRS的县也在不断增加，从80年代的10多个

县增加到现在的 75个县。据报道，我国HFRS发病率

与平均海拔高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通常海拔500 m
以下地区为主要流行区［6］。云南省HFRS发病地区分

布于海拔1500～2500 m的山间盆地内，西北部的丽江

市古城区、玉龙县是云南省海拔（2400～2500 m）最高

的HFRS疫区，但主要分布在海拔 1600～2000 m的地

区，而海拔＜1500 m和＞2500 m的地区几乎无该病报

告。表明云南省HFRS疫区分布与国内其他省（直辖

市、自治区）不同，属国内海拔最高的HFRS流行区，在

国内具有特殊性。此与HV宿主动物在云南省的分布

特点密切相关，如高发病地区往往以褐家鼠为主要鼠

种［4］，低发病或无病例报告地区则以黄胸鼠（R. tanezumi）
为主要鼠种［10］，几乎无褐家鼠分布。云南省HFRS的

流行形式以散发为主，局部地区常有暴发流行。

从发病趋势看，似乎无明显规律，但可观察到2个
流行高峰。第 1个高峰于 1984年开始上升，1985和

1986年明显升高，1987年下降，随后的10年波动起伏

较明显；第 2个高峰于 1998年开始逐渐上升，2001－
2005年达到高峰，2006和 2007年开始逐渐下降，随后

几年处于较低水平。80年代中期的发病高峰可能与

当时工业建设较多，易感人群进入疫源地有关，也可能

与当时云南省开展HFRS监测而发现一些患者有关。

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可能是经济建设和社会的

发展，郊区、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些地区的拆迁

和建设项目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导致作为

HFRS传染源的鼠类生态习性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引

起人类HFRS发病增加。2007年以后发病率下降与全

省普遍开展春秋两季防鼠、灭鼠等爱国卫生运动和防

治知识的宣传以及对高危人群推广接种HFRS疫苗有

关。然而，2012年有再次上升之势，与疫区面积不断

扩大有关，如大理州该年度有7个县发病24例，似乎意

味着新一轮流行高峰的出现。病死率逐步下降与医疗

部门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得到提高有关。

云南省HFRS患者的三间分布分析表明，各年龄

组、各种职业和男女性别人群均有发病，说明人群对

HFRS普遍易感。从发病年龄看以青壮年发病最多，

男性发病明显多于女性，此与全国的情况较为相

似［6，11-12］。但云南省HFRS病例的男女比例（4.72∶1）显
著高于其他省份（约 2.5∶1）［13-15］和全国（约 3.5∶1）［11-12］。

从职业分布看农民发病最多，今后防控工作重点在农

村。从地区分布看农村发病明显高于城镇。发病人群

以男性青壮年农民为主的原因与其在田间、工地工作

的多为青壮年，劳动保护及饮食卫生较差，暴露机会

多，容易感染发病等因素有关。从季节分布看，春季和

夏季发病最多，与褐家鼠繁殖及活动高峰密切相关，符

合家鼠型疫区季节分布特点及流行形式［6，16-17］。发病

强度及分布与居民的生活习惯、环境卫生状况及鼠类

生存繁衍情况等因素有关［6-7］。虽然云南省HFRS疫情

图4 云南省1976－2009年HFRS病例性别分布
Figure 4 Gender distribution of HFRS cases

in Yunnan province, 197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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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监测表明，全省广泛分布HFRS
疫源地，应采取重点防治、合理使用疫苗、加强监测力

度及增强防病意识等综合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HFRS
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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