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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第一医院 1 9 8 8 一 1 9 9 6 年流行性
乙型脑炎住院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孙 责

摘要 为研究近 9 年来连 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流行性 乙型脑炎 (简称乙 脑 )住院患儿的发病率

及死亡率
,

对在 1 9 8 8 一 1 9 9 6 年之间儿科住院的 1 07 例乙脑患者进行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

结果
:

10 7

例占 9 年中总住院数 0
.

6 5 %
,

其中农村 9 8 例
,

城市 9 例
,

农村与城市之 比 为 10
.

8
: 1

。

大多数在 4

岁以下发病
,

计 8 7 例
,

占 81
.

31 %
。

9 年中的发病时间均集中于 7 月下旬及 8 月上中旬
。

其中 1 9 90

年及 19 9 2 年两年的住院病例最多
,

共 55 例
,

占总数的 51
.

40 %
,

分别占全年总病例数的 1
.

56 % 及

1
.

5 3 %
。

说明乙 脑有严格的季节性
,

若将前 4 年与后 5 年作一比较
,

显示出后 5 年 比前 4 年住院病

例有减少
,

轻型
、

普通型有明显增加
,

而重型
、

极重型明显减少
。

全市的发病率及死 亡率也有明显下

降
。

关键词 流行性乙型脑炎 发病率 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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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 乙型脑炎 (以下简称乙脑 )是蚊传

急性传染病
,

连云港市每年均有发生
,

严重危

害儿童 健康
。

现将连云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

19 8 8 一 1 9 9 6 年 9 年来住院乙 脑患者临床流

行病学浅析如下
。

材料和方法

作者单位
:

江苏省连 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 2 2 0 0 2

每年对疑似乙脑的病例均收住院进行诊

治
。

根据流行病学
、

临床表现及体征
、

脑脊液

检查进行诊断
。

最后以血凝抑制试验及特异

性 Ig M 抗体阳性而 确诊
。

本 文 资料来 自

1 9 8 8 一 1 9 9 6 年乙脑住院患儿
,

病历保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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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病案 室
。

每年住院人数由本院统计室提

供
,

连云港地区乙脑发病率及死亡率资料 由

市卫生防疫站提供
。

结 果

一
、

流行病学概况
:

从 19 8 8 一 1 9 9 6 年的

9年中儿科共收治患儿 16 599 例
,

其 中乙脑

患儿 10 7 例
,

占 0
.

6 5 %
。

男性 61 例
,

女性 4 6

例
,

男女之 比为 1
.

32 : 1
。

农村 9 8 例
,

城 市 9

例
,

农村为城市的 10
.

8 倍
。

发病年龄最小者

为 4 月龄
,

最大者为 9 岁
,

4 个月 一 4 岁的共

87例
,

占 8 1
.

3 1 %
,

一 7 岁 1 7 例
,

占 15
.

8 9 %
,

> 7 岁 3 例
,

占 2
.

8 %
。

发病季节分布
,

1 9 9 0

年首例发病于 7 月 21 日
,

末例为 8 月 30 日
,

流行持续 4 0 天
。

19 92 年首例发病于 6 月 28

日
,

末例于 8 月 18 日
,

流行 5 0 夭
,

两年病例

多集中于 7 月下旬及 8 月上中旬
。

这两年乙

脑住院患儿共 55 例
,

占总数 5 1
.

40 %
,

分别

各占全 年住院病例 1
.

56 % ( 2 8 l/ 7 87 ) 及

1
.

5 3 % ( 2 7八 7 5 4 )
。

全市 1 9 9 0 年发病率为

7
.

7 0 / 10 万及 1 9 9 2 年 发病率 3
.

7 1 / 1 0 万
。

前 4 年与后 5 年相 比较有很大差别 (表 1 )
。

表 1 1 9 88 一 19 9 6 年连 云港地 区乙脑发病率

及死亡率及前 4 年与后 5 年比较

前 4 年 后 5 年

年份
发病率 死亡率

(八 0 万 ) ( / 10 万 )
年份

发病率 死亡率

( / 10 万 ) (八 0 万 )

19 8 8

19 8 9

19 9 0

19 9 1

19 9 2

19 9 3

19 9 4

19 9 5

19 9 6

平均 4
.

10 0
.

2 5

0
.

1 1

0

0
.

0 3

0

0

0
.

0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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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最早时间为病后半天
,

最晚为病后

10 天
。

10 7 例中
,

死亡 6 例
,

均为极重型
。

前

4 年与后 5 年在临床分型
、

病死率方面也有

差别 (表 2 )
。

表 2 1 9 88 一 1 9 % 年乙脑住院患儿临床分型及前 4 年与后 5 年比较

前 4 年

年份 乙脑病例 轻型 ( % ) 普通型 ( % ) 重型 ( % ) 极重型 ( % ) 死亡 ( % )

19 88 6 1 2 3 0 0

19 89 14 0 4 8 2 1

19 90 2 8 10 6 7 5 5

19 9 1 1 5 4 9 2 0 0

合计 6 3 15 ( 2 3
.

8 1 ) 2 1 ( 3 3
.

3 3 ) 2 0 ( 3 1
.

7 5 ) 7 ( 1 1
.

11 ) 6 ( 9
.

5 2 )

后 5 年

年份 乙肺病例 轻型 ( % ) 普通型 ( % ) 重型 ( % ) 极重型 ( % ) 死亡 ( % )

199 2 2 7 6 15 5 1 0

199 3 3 1 1 1 0 0

199 4 5 2 1 2 0 0

19 95 4 1 2 1 0 0

19 96 5 3 2 0 0 0

合: t 4 4 1 3 ( 2 9
.

5 5 ) 2一( 4 7
.

7 3 ) 9 ( 20
.

4 5 ) l ( 2
.

2 7 ) (一( () )

二
、

临 床 表现
: 1 07 例患 儿均 以发热 起

病
,

以稽留热型多见
。

头痛 7 例
,

占 6
.

54 %
,

呕吐 2 5 例
,

占 2 3
.

3 6 %
,

抽 搐 8 1 例
,

占

75
.

70 %
,

呈局部抽搐或全身强直痉挛
。

持续

几分钟至数小时不等
,

最长 1 例 间断抽搐 4

天
。

意识 障碍 9 8 例
,

其 中嗜 睡 7 7 例
,

占

71
.

% %
,

昏迷 21 例
,

占 19
.

6 3 %
。

呼吸衰竭

10 例
,

占 9
.

3 5 %
。

脑膜刺激征阳性者 56 例
,

占 52
.

3 4 %
。

深 浅 反 射 消 失 41 例
,

占

3 8
.

3 2 %
,

巴氏征阳性 60 例
,

占 56
.

07 %
。

三
、

实验 室检 查
:

周 围 白细 胞 < 5
.

0 x

10 9 / L S 例
,

占 4
.

6 7 %
,

5
.

0 一 10
.

0 只 10 9 / L 3 2

例
,

占 2 9
.

9 1 %
,

一 2 0
.

0 x 1 09 / L 5 6 例
,

占

5 2
.

3 4 %
,

> 2 0
.

0 x 10 9 / L 1 4 例
,

占 13
.

0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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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 白细胞数增高钱 50 又 1 0“ / L 2 8 例
,

占

2 6
.

17 %
,

50 一 5 0 0 丫 1 06 / L 7 5 例
,

占

7 0
.

0 9 %
,

) 5 0 0 X 10 6 / L 4 例
,

占 3
.

7 4 %
,

糖

正常 9 8 例
,

轻度升高 9 例
,

蛋 白正常 92 例
,

轻度升高 15 例
。

讨 论

乙脑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蚊媒急性 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

具有严格的夏秋季节

性
。

临床上以高热
、

惊厥
、

意识障碍
、

呼吸衰

竭及颅内压升高等为主要特征
。

本文患儿发

病以 4 岁以下多见
,

计 87 例
,

占 81
.

31 %
。

近年来发病年龄的下 降趋势
,

似与婴幼 儿机

体抵抗力低下及未能及时接种乙 脑疫苗有

关
,

与国内资料相符川
。

10 7 例患儿起病都有发热
。

而头痛 只有

7 例
,

占 6
.

5 4 %
,

且均为 4 岁以上患儿
。

因大

龄儿童可以较准确主诉症状
,

而本组大 多数

为 4 岁以下患儿
,

尚不能较准确主诉头痛等

症状
,

故本文中头痛主诉病例较少
。

嗜睡
、

抽

搐病例较多
,

因乙脑为嗜神经病毒感染 中枢

神经引起的
,

中枢神经系统有炎症
,

使脑组织

产生缺氧缺血及水肿
,

使颅 内压升高
,

出现脑

功能障碍
,

故可出现嗜睡
、

抽搐
,

重型极重型

病儿中常有 昏迷发生
。

脑脊液检查结果均呈

现病毒感染 改变
,

有助于 乙 脑的临床诊断
。

白细 胞 数 在 50 一 5 0 0 > 10 6 / L 之 间 占

70
.

09 %
,

不象细菌感染那样高〔2〕
。

在 1 9 8 8 一 1 9 9 6 年这 9 年 中
,

19 9 0 与

1 9 9 2 两年住院病 例最 多
,

共 55 例
,

占总数

5 1
.

4 0 %
,

并分别在全年住院病例中占比例为

最高
,

与全 市这 两 年发病率分别 为 7
.

7 0/

10 万及 3
.

7 1/ 10 万为 9 年中最高相符合
。

本市乙脑主要流行于 7 月下旬及 8 月上

中旬
,

有严格的季节性
;

此时气温升高
,

雨量

适中
,

为蚊媒孽生及乙脑病毒增殖提供 了环

境与 条件 f 3
、

4〕 。

从而 增高 了人群感 染危险

性
。

本文 107 例乙 脑患儿中
,

农村 98 例
,

城

市 9 例
,

农村为城市的 10
.

8 倍
。

其原因可能

是农村卫生条件差
,

大部分居室无纱门纱窗
,

部分无蚊帐
,

房屋周围杂草
、

污水坑及稻田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等
,

蚊子有繁殖环境
。

同时

养猪为乙脑病毒提供 了扩散宿主
。

防蚊灭蚊

措施不力等因素
,

使 传播途径存在是乙脑流

行因素之一
。

故农村发病高于城市
。

乙脑 疫苗接种情况
:

在 107 例 中
,

只有

18 例接种过 乙脑疫苗一次
,

占 16
.

82 %
,

其余

均未接种过疫苗
,

乙脑发病增高与适龄儿童

接种率低有关
。

从表 1 及表 2 中可以看出
,

我市乙脑发

病率
、

死亡 率都在逐 年下降
。

前 4 年分别

4
.

1 0 / 10 万及 0
.

2 5八 0 万
,

后 5 年则为 1
.

4 8 /

10 万和 0
.

0 2 8 / 1 0 万
。

我院儿科乙脑住院病

例前 4 年 为 63 例
,

轻 型
、

普 通 型 36 例
,

占

5 7
.

14 %
,

重型
、

极重 型 27 例
,

占 42
.

86 %
,

死

亡 6 例
,

占 9
.

5 2 %
。

后 5 年为 4 4 例
,

轻型
、

普通型 34 例
,

占 7 7
.

2 7 %
。

重型及极重型 10

例
,

占 2 2
.

72 %
。

后 5 年 中轻型普通型明显

增加
,

而重型极重型明显减少
,

且无死亡
。

这

可能与近几年来卫生防疫部门对传染病高度

重视
,

城乡多次反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人们

生活水平提高
,

居住条件及周围环境的改善

密切相关
。

加强 防蚊灭蚊措施
,

增加 防病意

识
,

同时按时接种乙脑疫苗
,

对控制乙脑流行

有显著效 果 [ ’ 〕
。

故提 高适龄 儿童有效接种

率是 目前控制乙脑流行重要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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