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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查清百草坡牧场布鲁氏菌病 (布病 )流行现状和特点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选

择百草坡牧场中心点、周边的县改良站、丙底乡以及与百草坡相距甚远的热柯觉乡的部分人、畜进

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显示:百草坡牧场人和牦牛布病感染率分别为 31. 03%和 47. 19% ,明显

高于其他点。 职业人群中以兽医和放牧员感染最重 ,青壮年是主要的受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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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 e curr ent situa tion and cha racteristics o f brucellosis on Baicaopo Pas-

ture , a ser o-epidemio logical surv ey was conducted among local people, anima ls tog ether with nea rby

county livesto cks from Breed-improvment Stations, Bingdi tow nship and Rekejue tow nship which

ar e far aw ay f rom th e pasture. The results show ed tha t the infec tion ra tes o f brucellosis in humans

and yaks on the Baieaopo Pastur e w ere 31. 03% and 47. 19% respectiv ely, appar ent higher than

tho se in o ther places. There w ere mo re infected cases among loca l v e terina rians and herdsmen than

among o th er jobs. Young adults seemed to be at mos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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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阳县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

半农半牧区 , 90年代以前没有过人畜布鲁氏

菌病 (简称布病 )的调查和阳性感染记载。

1989年以来该县百草坡牧场的牦牛发生大

量流产 ; 1993年从该场牦牛流产胎中分离出

1株牛种布鲁氏菌 (布氏菌 ) ; 1995年对该场

所属的县畜牧局职工人群进行了初步调查 ,

结果人群血检阳性率达 27. 08% ,为了进一

步查清金阳县布鲁氏菌病流行情况 , 1996年

我们对该县进行了人畜布病流行病学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于下。

材料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选择: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

以金阳县百草坡牧场、县畜牧局和县畜牧局

1　四川省卫生防疫站　成都 610031
2　四川省凉山州卫生防疫站
3　四川省凉山州兽医站

改良站职工、进出百草坡牧场必经之地的丙

底乡三村、四村村民以及远离百草坡牧场的

热柯觉乡村民为人群调查对象。 同时抽查百

草坡牧场两群牦牛、丙底乡三村、四村的部分

牲畜 (黄牛、马 )和改良站的全部绵羊。

二、调查方法:对抽取的人和牲畜静脉采

血 4～ 5ml,所采血样标本均分离血清做布氏

菌试管凝集试验 ( S AT)。 血清学试验方法 ,

阳性判断标准及临床诊断均按《布鲁氏菌病

防治手册》进行
〔 1〕
。所用血清学诊断制品为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提供 ,批号 96,有效期 1997年 12月。详细询

问被检查者的传染源接触史并作临床体征检

查 ,以 SAT阳性计算感染率。

结　　果

　　一、人群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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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染与发病:本次共调查 213人 ,血检

SAT阳性 17人 ,平均阳性率 7. 98%。血清试

管凝集滴度分布为 1∶ 100～ 11例 , 1∶ 200

～ 4例 , 1∶ 400～ 2例。临床确诊病人 6例。

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肌肉或关节疼痛 ,但大

都表现轻微 ,未发现急性典型病例。

2.感染的地区分布: 百草坡牧场和县畜

牧局职工的人数较少 ,为本次调查的重点 ,我

们对全场人群作了检查 ,并抽检了丙底乡三

村、四村、热柯觉乡 3个地区的村民 ,结果见

表 1。从表 1可见百草坡牧场人群感染率明

显高于其他人群 (χ
2= 28. 08, P < 0. 005)。

3.感染与年龄的关系:本次调查以 20～

岁年龄组感染率最高 ,年龄愈小或愈大感染

率相对愈低 ,见表 2。
表 1　不同地区人群布病血清阳性率

地　　区 调查人数 阳性数 感染率 (% )

百 草 坡 　　 29 　　　 9 　　 31. 03

县畜牧局 48 5 10. 42

丙 底 乡 75 3 4. 00

热柯觉乡 61 0 0. 00

合　　计 213 17 7. 98

表 2　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组 (岁 ) 检查数 阳性数 感染率 (% )

10～ 　 　 26 　 　 1 　　　 3. 85

20～ 58 8 13. 79

30～ 64 4 6. 25

40～ 37 3 8. 11
50～ 20 1 5. 00

≥ 60 8 0 0. 00

合计 213 17 7. 98

　　 4.感染与职业的关系: 从表 3可以看出 ,

所查职业人群以兽医和放牧员感染率最高 ,

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χ
2

= 36. 34, P < 0. 005)。
表 3　感染与职业的关系

职　业 检查数 阳性数 感染率 (% )

兽　医 　　 24 　 　 8 　　 33. 33

放牧员 28 6 21. 43

饲养员 7 0 0. 00

屠　宰 1 0 0. 00

农　民 123 3 2. 44

工　人 9 0 0. 00

学　生 4 0 0. 00
干　部 17 0 0. 00

合　计 213 17 7. 98

　　二、畜间流行情况:我们对百草坡牧场的

牦牛、改良站的绵羊、丙底乡的黄牛、马等共

333头 (只 )牲畜进行了血清学检测 ,其结果

见表 4。
表 4　畜间布病感染状况

地　区 畜种 检查数 阳性数 感染率 (% )

百草坡 牦牛 　　 231 　　 109 　 47. 19

改良站 绵羊 76 0 0. 00

丙底乡 黄牛 24 0 0. 00

马　 2 2 100. 00

合　计 333 111 33. 33

讨　　论

　　一、感染来源分析: 金阳县 1995年以前

人间一直未做过布病调查 ,所以没有感染和

病例记载。百草坡牧场建场于 1979年 ,从

1979年开始陆续从外地引进牦牛 ,其中

1986、 1987年从甘肃天祝、省内的若尔盖、九

龙等布病疫区县引入牦牛 425头 ,未经检疫、

隔离等措施即与本地牛混群放养。 1989年出

现大批牦牛流产 ,流产率达 13. 5% ,经查 20

头有流产史的牦牛中就有 17头为布病 SAT

阳性 ( 85. 00% ); 1993年又从该场牦牛流产

胎中分离出 1株牛种布氏菌 9生物型〔2〕。 由

此说明 ,由于没有畜间检疫等措施 ,牲畜的引

进导致传染源的传入 ,引起百草坡牦牛布病

的爆发流行。

二、疫情范围: 1996年我们以百草坡牧

场为中心的人畜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 ,百

草坡的人和牦牛布病感染率均较高 ,分别为

31. 03% 、 47. 19% ,虽然目前疫情范围仍较局

限 ,没有向周边扩散的明显迹象 ,且呈点状分

布 ,但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

加强防治。

三、流行特点:人群感染以兽医和放牧员

为高 ,说明其与牲畜接触多而密切有关 ,县畜

牧局人群感染率 ( 10. 42% )较高 ,其阳性感染

者亦多数是兽医 ,且大多有到百草坡牧场工

作如采血、免疫牲畜等经历 ,由此显示出明显

的职业特点。布病感染者主要是青壮年 ,老年

和未成年者相对较少 ,青壮年作为主要劳动

力 ,与牲畜接触的频率和被传染源感染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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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相应要大些。本次调查 ,人间布病呈现出感

染率高而发病轻且不典型的情况 ,显示了牛

种布病的流行特征。另外 ,仅查的两匹马血清

SAT均呈低滴度 ( 1∶ 50)的阳性 ,这可能与

马涉足范围广受感染的机会多有关。
(参加本次调查的还有金阳县卫生防疫站 、县畜

牧局、县兽医站的部分同志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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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1996年区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居民死

亡报告卡 ,在 DIC软件上对居民死亡情况进行分

析 ,以探索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一、结果: 前 5位死因 (表 1)的死亡人数占总死

亡数的 77. 41% ,其中因恶性肿瘤死亡的人数约占

四分之一。 人群前 10位死因与 4个因素 (按社会医

学 Dever分类法分类 )关系的比例见表 1。与全国及

美国的情况比较 ,可见 4个主要因素的比例与全国

表 1　我区人群前 10位主要死因与 4个主要因素的比例 (% ) ( 1岁以上 ,男女合计 )

死　　因 死亡数 占全年死亡% 生活方式与行为 人类生物学因素 环境因素 保健服务制度

1恶性肿瘤 　　 513 　 　 24. 24 　 　 43. 64 　　 45. 92 　 　 6. 65 　 　 3. 78

2呼吸系统疾病 426 20. 13 41. 09 27. 76 18. 20 12. 95

3脑血管疾病 274 12. 95 43. 26 36. 60 15. 09 5. 05

4损伤与中毒 248 11. 72 18. 34 2. 34 67. 34 11. 98

5心脏疾病 177 8. 36 45. 70 29. 00 19. 15 6. 15

6消化系统疾病 94 4. 44 25. 95 27. 62 19. 00 27. 42

7泌尿系统疾病 40 1. 89 13. 74 43. 13 23. 96 19. 15

8神经精神疾病 29 1. 37 2. 53 35. 86 43. 94 17. 68

9内分泌疾病 22 1. 04 14. 81 58. 52 20. 00 6. 67

10传染病 17 0. 80 16. 41 6. 70 18. 74 58. 16

合　　计 1840 86. 96 36. 98 31. 46 21. 83 9. 73

表 2　我区及中、美人群前 10位主要死因的

4个主要因素的比例 (% )

生活方式
与行为

人类生物
学因素

环境
因素

保健服
务制度

北仑区 ( 1996年 ) 36. 98 31. 46 21. 83 9. 73

中国 ( 1981、 1982年 ) 37. 73 31. 43 20. 04 10. 80

美国 ( 1977年 ) 48. 90 23. 20 17. 60 10. 30

1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局　 315800
2　北仑区新石契医院

及美国的情况趋于一致 (表 2)。

　　二、讨论: 上述表明 , 1996年我区的主要死因是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

前者对人群健康构成主要危胁。从表 2可看出 ,生活

方式、行为和环境因素是主要危险 ,而这种新模式的

出现不是偶然的 ,是在生物学模式基础上逐渐地演

变而来 ,它既有原来模式的特点又体现了时代因素。

(收稿: 1997-06-11　修回: 199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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