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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年肾综合征出血热

监测分析

祖荣强 吴扬生 朱凤才 刘光中

【摘要】 目的 分析江苏省!""#!$%%%年肾综合征出血热（&’()）疫情及宿主动物、一般人群

等监测资料，探讨&’()流行因素。方法 收集&’()疫情资料，描述其流行病学特征；在江苏省设

立固定监测点，按统一方案调查鼠密度、鼠带病毒率、带病毒鼠指数及一般人群抗体阳性率。结果

!""#!$%%%年&’()疫情稳步下降，$%%%年发病率较!""#年降低了*$+!,-，秋冬峰与春峰构成之

比减小。春季优势鼠种为褐家鼠（密度.+%,-），秋季优势鼠种为黑线姬鼠（密度*+#*-）；混合鼠密度

及优势鼠种密度均呈下降趋势。褐家鼠、黑线姬鼠、小家鼠带病毒率均较高。春季以褐家鼠及小家鼠

带病毒鼠指数为高（分别为%+%$//、%+%$0*），秋季以黑线姬鼠带病毒鼠指数较高（%+%.%$）。/年内

一般人群平均抗体阳性率为*+,.-。结论 江苏省/年内&’()疫情大幅度下降，但流行因素仍广

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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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0%年代初在江苏省首次分离出肾综合

征出血热（&’()）病毒之后，即开展了系统的&’()
流行因素监测工作。"%年代初至今&’()疫情逐

年下降，已连续几年发病率保持在!／!%万以下，但

宿主动物的种类、构成以及带病毒状况没有明显

改善。我们对!""#!$%%%年全省&’()疫情及流行

作者单位：$!%%%"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

防制科

因素监测资料进行了分析。

材料与方法

!+疫情资料：由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

室提供。发病率按疾病流行年（$月至翌年!月）

计算。

$+宿主动物监测资料：由锡山、沛县、赣榆、东

海、大丰、丹阳等监测点于流行高峰前收集。"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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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监测：分别于春季（!!"月）居民区、秋季（#!
$%月）野外采取夹夜法调查；宿主动物带病毒率监

测：采用免疫荧光试验方法检测。全省平均鼠密度、

带病毒率采用各县监测数据的分子之和除以分母之

和来计算。" 带病毒鼠指数计算：带病毒鼠指数&
鼠密度’! 鼠带病毒率。

!(健康人群隐性感染率监测：于流行高峰前采

集微 量 血 清 标 本，用 间 接 免 疫 荧 光 方 法 检 测 抗)
*+,-./01，抗体检测阳性界值为$23%。

结 果

$(疫情概况：$##4!3%%%年江苏省*+,-疫情

基本呈稳步下降趋势，年发病率从$($#／$%万降至

%(44／$%万，病死率无大的波动。根据*+,-发病

季节分布，全年有两个发病高峰，秋冬峰（$%月至翌

年$月）稍高于春峰（!!4月），春峰、秋冬峰发病数

之比为$2$(35；5年内春峰构成稍有上升，秋冬峰构

成略有降低（表$）。$$月至翌年$月发病数最多，!
个月的发病数占全流行年总病例数的!4($67，6!#
月的发病数最少，仅占全流行年的$!($57。

病例职业以农民为主（8%(587），其次为工人

（4(8#7）及学生（"(487）。!%!5%岁年龄段发病

最多（$8$4例），占总病例数的53($67，其中以!%!

!5岁年龄组发病最为突出（$"(837）。性别以男性

为主，男女比例为3(832$。

3(重点地区疫情概况：全省4"个县（市）5年间

有疫情发生县（市）58个。主要集中于苏北临近山

东的连云港、徐州地区及苏南丘陵地区的常州、无锡

一带，此"个市发病数占全省发病数的比例分别为

!$(8#7、$3(6!7、$"($!7、$%(%!7。发病率居前

$%位的县（市）多数属于以上"个多发市范围。5年

平 均 发 病 率 超 过5(%%／$%万 的 县（ 市 ）仅 赣 榆

（$$("$／$%万 ）、 溧 阳 （6($6／$%万 ） 和 东 海

（4(6%／$%万），其中东海为姬鼠型疫区，溧阳为家鼠

型为主的混合疫区，赣榆则在5年内由家鼠型为主

的混合疫区转变为以秋冬季节发病为主。3%%%年

全省发病率较$##4年下降"3($67，绝对数减少了

!56例；发病率居前$%位的县（市）共减少发病336
例，在疫情下降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宿主动物密度监测：5年间，春季居民区混合

鼠密度为6(6#7，褐家鼠及小家鼠为优势鼠种；秋季

野外混合鼠密度为4(!47，黑线姬鼠为优势鼠种。

从$##4!3%%%年，春季混合鼠种及优势鼠种（褐家

鼠）、秋季混合鼠种及优势鼠种（黑线姬鼠）密度均呈

递减趋势，春季褐家鼠密度、秋季黑线姬鼠密度分别

降低了58(647、6#($"7（表3）。

表! 江苏省$##4!3%%%年*+,-疫情概况

年份
流行年（3月至翌年$月）

发病例数 病死例数 发病率（／$%万） 病死率（7）

春峰（!!4月）

发病例数 构成比（7）

秋峰（$%月至翌年$月）

发病例数 构成比（7）

$##4 8$# $! $($# $(5# 38$ !"(!$ "%5 "#("5
$##6 8#8 3# $(3# !(3! 3#! !3(4! "%4 "5(3$
$##8 438 $# %(#% !(%! 3"3 !8(5" 3"4 !#($6
$### 54# $" %(8$ 3("4 $#% !!(!# 35! ""("4
3%%% "43 $$ %(44 3(!8 $86 "%("8 $85 "%(%"
合计 !!64 84 %(#6 3(55 $$#! !5(!" $"#5 ""(38

表" 江苏省$##4!3%%%年*+,-宿主动物密度监测结果

季节 年份
布夹
个数

宿主动物捕获数（只）

褐家鼠
黑线
姬鼠

小家
鼠

黄胸
鼠

臭 其他 合计

宿主动物密度（7）

混合 褐家鼠
黑线
姬鼠

小家鼠 黄胸鼠 臭 其他

春

季

$##4 3556 #! 3$ $$5 5 # " 3"6 #(44 !(4" %(83 "(5% %(3% %(!5 %($4
$##6 3"54 8$ $# "$ ! $% ! $56 4(!# !(!% %(66 $(46 %($3 %("$ %($3
$##8 $""5 54 5 3% % 6 % 88 4(%# !(88 %(!5 $(!8 %(%% %("8 %(%%
$### 3$83 "8 63 5$ % $4 ! $#% 8(6$ 3(3% !(!% 3(!" %(%% %(6! %($"
3%%% 8%% $3 6 38 4 % % 5! 4(4! $(5% %(88 !(5% %(65 %(%% %(%%
合计 #""% 3#% $3" 355 $" "3 $% 6!5 6(6# !(%6 $(!$ 3(6% %($5 %("" %($$

秋

季

$##4 "438 $6 !#! 3 % $5 !! "4% #(#" %(!6 8("# %(%" %(%% %(!3 %(6$
$##6 34#3 $! $$" " % 3! $# $6! 4("! %("8 "(3! %($5 %(%% %(85 %(6$
$##8 35!" $% 8# " % $6 $% $!% 5($! %(!# !(5$ %($4 %(%% %(46 %(!#
$### $84# 6 6$ 3 % " 5 8# "(64 %(!6 !(8% %($$ %(%% %(3$ %(36
3%%% "3#% !4 64 " !# % $$ $44 !(86 %(8" $(66 %(%# %(#$ %(%% %(34
合计 $4%$! 8! 6"! $4 !# 5# 68 $%$8 4(!4 %(53 "(4"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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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监测点春季居民区"年平均混合鼠密

度为#$%%&!’($’)&，除东海 县 以 小 家 鼠（密 度

)$*’&）为优势鼠种以外，其余"个监测点均以褐家

鼠（密度’$*)&!"$%*&）为主，大丰及沛县黑线姬

鼠也占有一定比例（密度分别为+$+"&、’$*(&）。

秋季野外"年平均混合鼠密度为($%%&!’’$*+&，

其中锡山市以褐家鼠为优势鼠种（’$(+&），其余地

区均以黑线姬鼠（密度’$*+&!’%$*’&）为优势鼠

种，以东海县最突出。

#$宿主动物带病毒率监测：各监测点共在(目

!种宿主动物肺组织中检出携带,-./病毒，分别

为啮齿目中的黑线姬鼠、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黑

线仓鼠和食虫目的臭 。春季带病毒以小家鼠为

主（($))&），褐家鼠及黑线姬鼠带病毒率亦较高；秋

季带病毒以黑线姬鼠为主（’$)!&），其次为小家鼠

和褐家鼠。(%%%年春、秋季主要宿主动物（褐家鼠、

黑线姬鼠）带病毒率有一定程度上升（表+）。

!个监测点春季"年平均混合鼠带病毒率为

%$)*&!#$("&。东海与锡山的黑线姬鼠、小家鼠

带病毒率均较高，丹阳褐家鼠及黄胸鼠带病毒率较

高，沛县、赣榆、大丰则以褐家鼠带病毒为主，其中赣

榆县褐家鼠带病毒率达#$+’&。秋季"年平均混合

鼠带病毒率为%$(%&!+$0*&，其中丹阳、大丰以褐

家鼠为主，带病毒率分别为($"!&、#$""&，赣榆黑

线姬鼠与小家鼠带病毒率分别达#$(%&、"$’+&，锡

山、沛县、东海则以黑线姬鼠带病毒率较高（分别为

%$(0&、($’+&、+$"*&）。

"$带病毒鼠指数：从"年监测结果来看，春季混

合带病毒鼠指数较稳定，平均为%$%#’0；秋季混合带

病毒 鼠 指 数 则 从%$%"+(下 降 至%$%(((，平 均 为

%$%+++。春季以褐家鼠及小家鼠带病毒鼠指数较

高，平均为%$%(""、%$%(0#，其中褐家鼠带病毒鼠指

数较稳定，小家鼠带病毒鼠指数则呈递减趋势；秋季

带病毒鼠指数以黑线姬鼠占优势，为%$%+%(（表#）。

从地区来看，春季及秋季混合带病毒鼠指数均

以东海县较高，分别为%$%!%!及%$%!*+。春季东

海县以小家鼠最高（%$%"’)），褐家鼠及黑线姬鼠次

之（分别为%$%’*’、%$%’*%）；其余各监测点均以褐

家 鼠 带 病 毒 鼠 指 数 为 主，最 高 者 为 赣 榆 县

（%$%+**）。秋季大丰县以褐家鼠带病毒鼠指数较

高（%$%’)+），丹 阳 市 褐 家 鼠、黑 线 姬 鼠 类 似

（%$%’(0、%$%’#%）；其余监测点均以黑线姬鼠带病

毒鼠指数较高，最高者为东海县（%$%!’0）。

!$一般人群抗体水平监测：’))!!(%%%年间!
个监测点人群平均抗1,-./2345阳性率为#$*+&

（表"）。各监测点平均人群抗体阳性率从’$*’&!
’%$%+&，以赣榆县最高（’%$%+&），该县(%%%年调

查人群抗体阳性率高达(!$*"&。

表! 江苏省’))!!(%%%年,-./宿主动物带病毒率监测结果

季
节

年份
检 测 数 （只）

褐家鼠 黑线姬鼠 小家鼠 黄胸鼠 臭 其他 合计

阳 性 率 （&）

混合 褐家鼠 黑线姬鼠 小家鼠 黄胸鼠 臭 其他

春

季

’))! #%# ’+ ’!+ +0 + % !(’ ($%) ’$(# %$%% #$() ($!+ %$%% 6
’))* +(" ’’ )% #’ ’( % #*) ($"’ ’$0" )$%) "$"! %$%% %$%% 6
’))0 (#" ’#% !0 ! ’’ % #*% ($+# ($%# +$"* ’$#* %$%% %$%% 6
’))) (!0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6 6 6
合计 ’(0% (#( #!) ’%* #’ ( (’#’ ($(# ($’’ ($#0 ($)) %$)+ %$%% %$%%

秋

季

’))! ’%’ !%% "( % ’% ) **( ($0" ’$)0 +$%% %$%% 6 ’%$%% ’’$’’
’))* ’%" ##" ’’ % (# % "0" ’$*’ +$0’ ’$+" %$%% 6 %$%% 6
’))0 *+ +!! * + !0 (% "+* ’$’( %$%% ’$!# %$%% %$%% %$%% %$%%
’))) 0+ +#0 +! % ’% * #0# ’$%+ %$%% ’$’" ($*0 6 %$%% %$%%
(%%% ") ’(0 (0 "( ’ (% +’# ’$(* %$%% ($+# +$"* %$%% %$%% %$%%
合计 #(’ ’00* ’+# "" ’’+ "! (!)( ’$*" ’$#+ ’$)! ’$#) %$%% %$00 ’$*)

6 未检测

表" 江苏省’))!!(%%%年,-./主要宿主动物带病毒鼠指数

季 节 鼠 种
带 病 毒 鼠 指 数

’))!年 ’))*年 ’))0年 ’)))年 (%%%年 "年平均

春季（+!#月） 褐 家 鼠 %$%(’( %$%(#* %$%(0’ %$%((( %$%### %$%(""
小 家 鼠 %$%#+) %$%+%" %$%’#+ %$%’0* %$%%%% %$%(0#
混合鼠种 %$%#"% %$%#%% %$%+*0 %$%+*% %$%"’+ %$%#’0

秋季（)!’%月） 黑线姬鼠 %$%"%" %$%(+) %$%(#% %$%(%) %$%(%# %$%+%(
混合鼠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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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江苏省!""#!$%%%年一般人群&’()*抗体

阳性率监测

年份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 ,.//
!""0 ,%0/ !!$ ,.#/
!""1 $01/ !$0 /.-#
!""" ,%-0 !/1 /.1/
$%%% !#%$ !-, ".--
合计 !,00$ #-$ /.0,

讨 论

!.疫情控制：!""#!$%%%年江苏省&’()发病

率逐年下降，至今已连续,年保持在!／!%万以下；

既往分析提示!""!!!""-年全省&’()疫情几乎

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疫情的下降与农村卫生条

件改善、防制措施落实等均有较大关系。!""$!
!""-年期间在全省落实&’()防制规划，采取以灭

鼠为主的防制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年

开始，在高发地区赣榆、东海等地开展了&’()疫

苗效果观察，证明该疫苗具有良好的防病效果［,］。

观察完成后陆续在多发地区推广疫苗接种，对于全

省保持低发病率水平起到很大作用。

文献报道［/］自然状态下&’()发病存在周期

性波动，周期为1!!%年，故江苏省&’()疫情虽已

连续近!%年下降，尚不能完全认为是干预措施落实

的结果。赣榆县$%%%年鼠带病毒率有所上升，但发

病率并未出现相同趋势，是否提示近年防制措施的

落实对打破该地区&’()流行规律已起到一定作

用，有待进一步观察、论证。

$.流行因素监测：!""!!!""-年江苏省春季居

民区混合鼠种、褐家鼠、小家鼠密度分别为0./#+、

$.#,+、$.0"+，秋季野外混合鼠种、黑线姬鼠密度

分别为!%.-#+、#.1-+；春季居民区褐家鼠带病毒

率在!.%%+!,.-%+之间，秋季野外黑线姬鼠带病

毒率介于,.$-+!-.#!+之间［!］。!""#!$%%%年

监测结果与之相比，春季鼠密度、褐家鼠带病毒率略

有升高，秋季鼠密度、黑线姬鼠带病毒率则低于前-
年结果。据既往研究，鼠密度、鼠带病毒率与发病率

呈良好正相关关系［-］，以上监测结果与秋冬峰发病

构成下降的结论正相符。另外，赣榆、东海县-年平

均发病率居全省第一、三位，而两县鼠密度、带病毒

率监测结果均居前列，赣榆春季褐家鼠带病毒鼠指

数（%.%,00）、东海县秋季黑线姬鼠带病毒鼠指数

（%.%#!1）均居#个监测点首位，该结果同样反映了

鼠间感染与人间疫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年江苏省居民区褐家鼠、小家鼠，野外黑

线姬鼠密度仍维持较高水平，褐家鼠及黑线姬鼠带

病毒率较前两年明显上升，带病毒鼠指数也较高，说

明全省&’()流行因素仍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人

群 &’()* 抗 体 阳 性 率 较 低；$%%% 年 虽 然 达

".--+，但除赣榆县外，其他地区仍保持低水平，可

能与赣榆县&’()疫苗推广力度较大，而其他地区

未能进行大面积接种有关。以上结果提示&’()
防制措施的落实仍不可松懈，疫苗推广有待加强。

,.监测工作方向：监测工作实施过程中，不同地

区工作质量不平衡，包括调查点选择、标本采集质

量、数量等各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料的科学

性。在综合各监测点资料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可能

平衡了某些偏移因素，避免过多影响对全省防制工

作的指导；但各监测点如果直接利用代表性不强的

资料指导本地的&’()防制工作，则很可能导致错

误的结论。因此，加强监测工作质量应做得更具体、

细致。

由于&’()发病率的下降，导致各部门对其监

测工作重视程度下降，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今后监

测工作的针对性应更强。江苏省&’()疫区分布

较广，但中高强度疫区较局限，主要分布于苏北连云

港、徐州地区及苏南丘陵地区，对此类地区加强监

测，指导好防制工作，有利于全省发病率下降。因

此，重点疫区的监测应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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