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空调系统导致上呼吸道感染样

军团病爆发的调查

马小燕 王 玉琴 彭晓是’ 唐耀武
’ 褚天新 ‘ 周婉馨 陈立泉 万超群

摘要 年 月北京某写字楼员工发 生一起上 呼吸道感染样 上感样 疫情
。

为查明爆发

原因
,

采用流行病学病例 一 对照调查研究方法
,

分别对病例组
、

对照组进行嗜肺军团菌 抗体

一 型血清学检测
,

并对大厦空调系统采样进行细菌学培养检测
。

结果 该次爆发疫情的扁桃体

炎摧患率为
,

上感摧患率
,

统计学检验发热与扁桃体关系密切 才
,

尸

上感病例
、 、 、

四型抗体阳性率为
,

四组对照前述四种抗体的阳性 比例分

别为
、 、 、

空调冷凝水培养 阳性
。

证明这是一起 以空调系统为媒介由 户
、

引起的上感样军团菌病爆发
。

关键词 军团菌病 空调 系统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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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6 年美国学者确立新的病种军团病

的存在川
。

1 9 8 2 年 以来我国学者做 了大 量

军 团病研究工作
。

迄今为止国内发现军团病

,

3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 1000 13

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防疫站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小规模流行 7 起
,

其中建筑工地 2 起
、

宾馆 l

起
、

大专院校 1 起
、

集体单位 2 起
、

农村儿童

1 起[2
一“〕

。

由空调系统导致集体单位人群多

型嗜肺军团菌混合感染的上感样军团病的爆

发性流行在 国内尚未见报道
。

1 9 9 7 年 6 月

初
,

北京某写字楼员工发生了一起上感爆发

流行
,

经调查证实系空调系统冷凝水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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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感样军团病的爆发性流行
,

现将调 查结果

报告如下
。

法按文献[8]
。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一
、

调查方法
:
用统一的调查表 由该写字

楼员工(患者和非患者)填写后收集
。

二
、

上感病例诊断及病程计算方法
:
以发

热作为病例诊断标准 ;以退热 及发热 日各算

为一天计算病程
。

三
、

统 计分析方 法
:
用 SPs S软件进 行统

计分析
。

四
、

对照组的设立
:
设发病大厦同一环境

条件下未患上感 的员工为对照 1 ;该 单位 目

前仍在原办公大厦环境工作且未到过发病大

厦环境的员工为对照 2 ;发病大厦相邻的另

一有中央空调 系统的宾馆 员工为对照 3; 发

病大厦附近一家无空调设备的商场员工为对

照 4
。

五
、

标本采集与检验方法
:

1
.
血清

:
采静脉血

,

分离血清
,

试管凝集

法测定嗜肺军 团菌 (L p )抗体 1一 14 型及米

克戴德军团菌(L m )抗体
,

效价) 1 :16 0 判为

军团菌感染 ;标准菌 株
、

L p l 一 14 型 及 L m

标准血清均购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

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

2

.

咽拭涂抹
:7 例未用药的新发病人进

行咽拭涂抹
,

按常规方法直接涂血碟进 行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的分离培养
。

3

.

水及涂抹标本 的采集
:
采集冷凝水

、

冷i东水
、

冷却塔水各 250 m l
,

分别收集于灭菌

磨口瓶内;天花板 内冷凝水接盘
、

送风 口
、

回

风口用无菌棉棒涂抹 采样
,

放于军团菌培养

增菌液中增 菌 48 小 时 (增 菌液 配 方 见 文

献川 )
,

接种于 B c Y E 平板进行 嗜肺军 团菌

培养
、

分离
,

水样处理及实验具体操作参照文

献{‘]进行
。

4

.

痰液标本
:
无菌平皿收集病人痰液

,

分别做培养和 聚合酶链反应 (P C R )检测
,

方

法按华美公司试剂盒说明操作
,

痰液处理方

一
、

一般情况
:
该写字楼为竣工不久的建

筑
,

公司员工于 1996 年 9 月进入办公
。

入大

厦后
,

因室内新装修不久
,

小气候不佳
,

有氨

味
。

大厦属全封闭式办公楼
,

通风不好
,

中央

空调新风 口 由于二次装修后并非每个房间均

有
,

关闭空调后多数房间无新 风进入
。

开空

调时回风不能完全排 出户外
,

室内污浊空气

回到天花板与新风混合又送 回房间
,

自然通

风窗口少而小
。

经检测该大厦空气氨严重超

标
,

对四处进行测定
,

氨浓度(m g/m 3)分别为

8
.
6 1 、

1 2

.

7 7

、

一2
.
4 3

、

1 2

.

6 4

,

远超过公共场所

氨浓度簇 0
.
sm g/m 3 的卫生标准 ;空气中细

菌总数符合卫生标准
。

二
、

发 病时间与流行 强度
:
该写字楼员工

于 19 96 年 12 月开始零散出现发热
、

咽痛
、

肌

肉痛的病人
,

本次上感爆发起始于 19 97 年 5

月 3 1 日
,

6 月 3 日病例数迅速增加
,

6 月 4 日

达高峰
,

此后下降
,

至 6 月 8 日已降至零散发

病的低水平
,

6 月 16 日出现最 后一例病 人

(附图)
。

个别病例有反复发病情况
,

但未发

展为肺炎
。

发病以 6 月 3一 5 日为主
,

占全部

病例的 82
.
47% ;1997 年 6 月 9 日对该大厦

312 名员工进行填表调查
,

经统计患扁桃腺

炎者 193 人
’ ,

催患率 61
.
86% :发热者 108

例
’ ,

催患率 34
.
62 % ;统计学检验发热与扁

桃腺炎关系密切(扩
= 77
.
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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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病时间分布

,

含调查后 发生的 3 例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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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发病按部门
、

楼层分布
:
不同部门

、

楼

层催患率不同
,

高者 10 0%
、

65

.

71 %

,

低者无

病例发生
。

四
、

发 病年龄
:
19 一 55 岁组 均有 病例

,

2 0 一 3 9 岁 发病 比例 最 高
,

占全 部 病 例 的

77
.
33 %

,

与该大厦员工构成主要为年青人有

关
。

男性员工催患率 29
.
54 %

,

女性 员工催

患率 41
.
18 %

,

女性高于男性
。

五
、

病程
:
此次上感病程最短 1 天

,

最 长

6 天
,

平均病程 3
.
49 天

,

此病 程与庞蒂亚克

热的病程基本一致 (表 1)
。

六
、

临床表现
:
10 8 名上感患者均有不同

程度的发热
,

最高达 40
.
2℃

。

绝大多数有咽

痛
,

浑身肌 肉酸痛
,

乏力
,

头痛
,

关节痛
,

部分

病人扁桃体化脓
,

少数病人有 咳嗽
,

咳痰
,

个

别病例有头痛
,

腹泻症状 (表 2)
。

表 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82 例

发热病人病程统计
‘

1 一 2 一 3 一 4 一 6 一 合计

病例数 3

构成 t匕(% ) 3
.
7

2

:

’6 35
_

4 2
.
7

17

Z U
.
7

1

瑟
。

,

此 82 例病人 为发病 日期与病愈日期资料齐全的病例
c

咽痛

103

95
.
4

表 2 10 8 例发热病人其他症状分布情况

扁桃腺化脓 全身肌 肉酸痛 关节痛 乏力 头痛 流涕 腹痛 腹泻

,臼
s
r、

70

,尹‘

6

勺4

6

病例数

构成比 (% )

43

39
.
8

85

78
.

7

:

2

咳痰

20

18
.
5

七
、

实验室检查
:
送检血清 131 份

,

结果

见表 3
。

L P 抗体效价在 1
:16 0 以上的为

:
上

感样患者 17 份 ;对照 1 、

2 分别为 3 份和 5

份
,

对照 3 和 4 均 为 0 份 ;30 名获双份血清

者经检测有 5 例患者 L P 抗体效价有 4 倍增

长 ;7 件咽拭涂抹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培养均

为阴性 ;写字楼天花板上的送风 口
、

回风 口涂

抹采样 5 件
,

培养未见军团菌生长 ;采集写字

楼空调系统的冷凝水
、

冷冻水
、

冷却塔水各一

瓶
,

冷凝水经培养获一株 L P
,

进一步 鉴定为

LP 12 型
,

余为阴性;对写字楼天花板 内的冷

凝水接盘涂抹采样 2 件
,

培养获得 3 株 LP,

进一步鉴定为 Lp l
、

9

、

12 型各一株 ;2 名咳

嗽
、

咳痰的患者留痰用培养和 PC R 两种方法

进行 L P 检测
,

培养法均为阴性
,

P C R 法有一

例患者反复三次检测均为阳性
。

表 3 上感样患者与各组对照人群 IJpg 、

1 0

、
1 2

、

14 型抗体效价分布

抗体效价(倒数)

组别 例数 乙p g

20 4 0 8 0 ) 1 60

I P 10 L P 12 I P 14

20 4 0 8 0 ) 1 60 8 0 ) 16 0

11一1一一
n甘J斗一一一

91
tU气‘U

.
卫
1.1魂r..‘
二

,
了
�、�
7
1‘J矛
b

气J
...
胜

-l

,1.

上感样患者

对照 l

对照 2

对照 3

对照 4

20 40 80 ) 160

4 11 18 4

3 8 3 】

2 5 6 4

1 1 3 1 一

1 0 4 2
一

7

6

10

l 5

l 4

2 0 4 0

1 8 1 0

1 0 2

1 3 3

1 4 1

1 3 3

讨 论

该写字楼员工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大量上

感病人
,

摧 患率达 34
.
62 % ( 108/ 3 12)

,

属爆

发性流行
。

该流行发生于夏初
,

以青年人为

主
,

平均病程 3
.
49 天

,

与发热 型军 团病特征

基本一致困
。

经对上感 样 人群进 行血清学

检测
,

L p g

、

10

、

12

、

14 四 型 抗 体阳性 率为

45
.
94%

,

未发病者上述四型抗体阳性 比例为

3/ 15
。

统计学检验两者之间 LP g 型抗体差

别有显著性
,

而 LP 10
、

12

、

14 三 型抗体差别

无显著性
,

提示 乙P g 的作用 (表 4)
。

该写字

楼发病员工 L户 抗体感染率如此之高是否系

原办公大厦感染所致? 对原办公大厦员工进

行血清学检测
,

前述四型抗体阳性 比例为 6/

17
,

两者之 间以 L p g
、

12 两型抗体差别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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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
,

L P 10

、

14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结合与

对照 1 的 比较结果提示 乙P 10
、

14 两型抗体

可能 为原办 公大厦 感染所 致 的 回忆 反应 ;

Lp g
、

12 导致本次上感的可能性大
,

并提示

有部分未 发病 员工存在 L p 12 的隐性感染
。

进而对发病大厦周围人群该四型 LP 抗体进

行检测
,

无论是有空调系统的宾馆员工
,

还是

无空调系统的商场员工 感染阳性 比例均为

0
,

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假设
,

即该写字楼本次

上感爆发流行由 LP g
、

12 所为可能性大
。

表 4 上感样患者与各组 对照 间 儿P g
、

1 0

、

1 2

、

14 四型抗体检测结果统计学检验比较

IPg
、

一。
、

一2
、

一4 抗体

总的比较 义’值

l值

L P g I P 10 I P 12 IP I4

上感样患者

对照 l

对照 2

对照 3

对照 4

()
.
268

9
.
0 50

32
.
2 10

’ ‘

2 8

.

6
3

6

’ ‘

3

.

9 0

“ .

4

.

4 7 ”

4
.
76 ”

4
.
93

’ .

1

.

8
9

0

.

5 2

5

.

0
4

. “

4

.

4
0

‘ .

1

.

3 3

3

.

4
3

.

5

.

2 2

“ “

5

.

0 6

“ ‘

0

.

7
1

1

.

5 5

2

.

8
2

’

2

,

4
0

’

升
P < 0

.

( ) 5

. 苦 关
P < 0

.

0 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约 70 % 一 80 % 由病

毒引起
,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

本次上感爆

发性流行仅限于该写字楼员工
,

病人家属绝

大多数无类似疾病(3/ 108 )
,

说明人与人之间

传染性小
,

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小
,

进而说明上

感发病与办公地点关系密切
。

常见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以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多见[
”]

,

本研究对 7 名病 人

做咽拭采样
,

乙型溶血性链球 菌培养均 为阴

性
,

说明因该菌所致的可能性 不大
。

空调系统冷却塔和冷凝器是易造成军团

病爆发的重要 传播因素[
“】

。

经对该写字楼

的冷凝水采样培养
,

3 个部位采 3 件
,

培养出

4株 L PI
、

9 型各 1 株
,

12 型 2 株
。

对该大厦

空调系统进行调查发现
,

该大厦每一层的天

棚内约有 30 个风机盘管
,

由中央空调输到每

一层的新风经风机盘管风扇吹过冷冻水盘管

冷却后进 入每个房间
,

我们认为此过程可将

冷凝盘内含 乙P 的冷凝水
,

以气融胶形式随

新风吹入办公室
,

引起人群感染
。

二次装修

致使不同楼层
、

房间内微小气候及人员密度

不同
,

因此发病不同
。

军团菌感染引起 扁桃 腺炎尚未 见过 报

道
,

该菌致病机理 研究表 明 Lp 不能粘附于

止皮细胞
,

也不能引起上皮损害【
“]

。

本次上

感爆发病人绝大多数有严重的咽痛
,

并有约

40 % 的病例扁桃体化脓
,

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

培养阴性
,

统计学检验发热与扁桃腺炎关 系

密切
,

我们考虑可能是病人长期受化学物质

刺激导致慢性咽炎
,

呼吸道粘膜在化学物质

刺激下受损
,

L P 乘机而入导致扁桃腺炎
。

本次爆发的季节特点与进入 6 月气温持

高不下
,

员工穿着单薄
,

空调开放温度过凉
,

造成发病的客观因素
。

另本研究虽未能从病人的痰液标本中分

离培 养 出 LP
,

但 2 份痰 标 本 中有 一份 用

PC R 方法反复检测均呈现阳性
,

也具有一定

的说服力
。

此次上感爆发后
,

为预 防军团菌肺炎病

例的发生
,

采取 消毒
、

增大新风输送量
、

加强

通风换气等一系列措施
,

并建议安装空气消

毒装置
。

本研究传染源
一
传播途径

一 易感人

群关系清楚
,

通过此项研究提示我们对于一

些带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写字楼
、

宾馆人群
,

一

但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爆发时
,

应考虑军团病

的可能
。

( 本调查研 究系集体完成的结果
,

对参加本项工

作的裴红生
、

卢红艳
、

王劲
、

刘桂荣
、

任保国等同志表

示感谢
;
环境卫生科的张屹

,

消毒科的邓小红同志对

本调查提供了许多帮助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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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值得一读的医学新书
、

好书
—

《新发现的传染病》

尚德秋

于恩庶教授等主编的(新发现的传染病)一书于 199 7年 9 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
。

该 书收集近 20 余

年来全球新发现的 17 种传染病
。

该书的出版
,

为提高我国对新发现的传染病诊断
、

治疗水平和防止流行有重要作用
。

在本书所编写的新

发现传染病中有相当一部分疾病原本在人畜中就存在或流行
,

但由于人们不认识它们造成误诊
、

误抬和流行
。

由此可见
,

该书的问世对临床工作者和预防工作者都将受益匪浅
。

本书所撰写的 17 种新发现的传染病中有 10 种是人畜共患病
,

有 6 种只在人间流行
,

有 1 种只在畜间发

生
。

可见人畜共患的新发现传染病占 1/ 2 以上
。

我们知道
,

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既影响人群健康
、

脱贫致富和
“

菜篮子
”

工程
,

又严重影响畜牧业和外贸业的发展
。

其危害是多方面的
,

所以防治这类传染病尤为重要
。

本

书所编入的 10 种新发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

对实际防治这类新发现的传染病不仅提供了信息和依据
,

同时又

提供了某些可行的实际防治措施
。

这 又是本书价值的 又一重要体现
。

本书另一个意义
,

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一个
“

新
”

字
。

它起到 更新人 们观念和更新知识的重要作

用
。

这一点将会在今后不断发现新的病原体及其疾病中体现出来
。

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医学微生物学和传染

病学工作者们认为
,

人类细菌性传染病是一群古老的疾病群
。

根据现代的检查技术和人 们知识水平
,

能认识

的细菌性传染病的病种虽不能说已达到尽头
,

但可以说很难找到空 白
。

孰知
,

近 20 年来
,

新发现如此多的细

菌性传染病
,

这不仅是意外
,

更重要的是启迪
。

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对传统古老观念的挑战
,

这样的冲击正是对

今后发现新传染病启迪
,

这也正是本书潜在作用的所在
。

本文所述该书的特点和意义只不过是本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的一部分
。

该书主编及各位编著们用此书

以飨读者可谓及时矣 !

作者单位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10 2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