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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 $ %### 年传染病流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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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尤其在经济欠

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国家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和

防治效果，则被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保

健事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此，利用我国传染病疫情报

告的资料，分析我国传染病发病、死亡的变化趋势，找出传染

病流行现状及特点，为传染病防治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是十分必要的。

一、传染病总的发病率、死亡率变化趋势

!""# $ %### 年我国的传染病发病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发病率由 !""# 年的&’()(( * !# 万下降到 %### 年的%"+),( * !#
万，年平均下降!’)+- * !# 万。!"", 年后发病率基本维持在一

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样，传染病的死亡率也呈下降趋势，

由 !""# 年的%)!- * !# 万下降到 %### 年的#)", * !# 万，年平均

下降#)!% * !# 万（表 !）。

二、年龄别发病率、死亡率的变化趋势

我国的传染病年龄别发病率呈现两个高峰期，即 !# 岁

前一个大高峰、%# $ ,# 岁为另一个高峰，两者相差 ! 倍以上。

其高峰年龄在 ! $ 岁及 %+ $ 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

高峰期的传染病各年龄别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显

著（! . #)#!）（表 %）。

我国的传染病年龄别死亡率呈现两头高，即 # $ 岁至! $
岁、’+ $ 岁至 (+ $ 岁发病率高于其他年龄别（表 %）。

表! !""# $ %### 年全国监测系统甲、乙类传染病报告

发病率、死亡率（ *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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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年龄别报告发病率、死亡率（ *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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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发病率变化趋势

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趋势是：呼吸道传染

病发病率 !""# $ %### 年呈现波动。!""# $ !""& 年发病率逐

年下降，!""’ $ %### 年发病率又有所回升；消化道传染病发

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图 !）。

图! !""# $ %### 年我国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发病率

四、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的病种排位变化

按照发病率、死亡率排位，%### 年以前病毒性肝炎、细菌

性痢疾发病率始终居前二位；肺结核的发病率在 %### 年上

升到第二位，死亡率越居第一位；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居

第三位；淋病的发病率由 !""# 年的第六位上升至 %### 年的

第四位。这表明目前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传染病以病

毒性肝炎、肺结核、细菌性痢疾、新生儿破伤风为主。

由于肠道、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的发病率下降，导致

!""# $ !""( 年传染病总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虽然

肠道、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发病率继续下降，但由于将肺

结核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同时血源及性传播疾病发病率急

剧上升，导致总的发病率相对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这表明我

国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针对血源及性传播疾病采取有效

的防治措施，认真做好计划免疫工作，改善公共设施，传染病

的发病率才能逐年下降。

近几年，传染病的死亡率基本维持在 ! ) !# 万的水平。

这也反映出我国传染病的防治效果不佳，没有实质性的突

破，尤其是传染病医院整体实力下降，临床治疗技术落后，综

合医院误诊、漏诊时有发生，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

# $ !# 岁年龄别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

围产期保健工作的加强，实施免疫接种，使得计划免疫针对

的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据调查，!""* 年我国县、乡普及

儿童疫苗接种率达到 +*,。!""# 年与 %### 年相比，百日咳、

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发病率分别由

!""# 年的!-’" ) !# 万、#-#. ) !# 万、#-+" ) !# 万、(-.( ) !# 万下降

到 %### 年的#-.* ) !# 万、#-## ) !# 万、#-!" ) !# 万、#-"* ) !# 万。

从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综合分析，目前严重威胁我

国人群健康的传染病以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

为主。这主要是我国的病毒性肝炎种类多，各型肝炎的传播

途径、感染方式、发病机理各不相同。同时人口众多，农村人

口比例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人口流动加大，控制难度增加，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爆发

几率加大。而且在 %##! 年前，我国尚无病毒性肝炎防治的

专项经费投入，地方政府的投入也存在不足，这就影响了肝

炎疫苗的接种率，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疫苗接种率低。加

之卫生意识、习惯差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低下，给病毒性肝

炎的传播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但随着国家已将乙型肝炎疫

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乙型肝炎的防治将迎来可喜的局面，

发病率会逐年下降。根据全国第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

我国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已感染了结核杆菌，受感染人数超

过 . 亿。在受感染的人群中，约 !#,的人可能会发展为结核

病，而我国对于结核病防治力度不够。导致新生儿破伤风死

亡率居高的原因主要是：患儿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且多数

是由非医务人员在家接生。因此，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围产期

管理和卫生知识宣传，提高防病意识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重大传染

病防治的投资力度，设立专项基金和防治经费，保证各项疾

病防治规划落实到位；加快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提高传染

病综合防治水平和能力。

（收稿日期：%##%/#!/#’）

（本文编辑：张林东）

·书讯·

《新发现和再肆虐传染病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出版在即

按照《传染病诊断国家标准汇编》的编写内容和格式，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新发现和再肆虐传染病诊断标准和防治指

南》一书。本书重在实用，特别考虑到我国各地的基层条件差别较大，故特意邀请科研院所、医学院校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长

期从事各病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参与本书的编写或审校，并愿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本书 %##% 年 " 月由福建科

技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 *# 多种疾病，共计约 (## 页，每册 *# 元（含邮费）。邮局汇款：福建省福州市津泰路 ’& 号，中国人兽共

患病杂志编辑部 于恩庶教授收，邮编：(*###!。银行汇款：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编辑部，银行帐号：&#++#+#!##!+"*+，开户银

行：农行福州市台江津泰分理处。请注明为购书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