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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 % &’’’ 年肾综合征出血热

疫源地监测

王定明 王昭孝 童亦兵 刘铭 蔡星和 胡丽娟 黄艳萍

【摘要】 目的 阐明贵州省肾综合征出血热（()*+）不同类型疫源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运用流行病学监测的技术方法，在不同类型疫源地连续进行多年监测。结果 在定点监测中，姬鼠型

疫源地遵义县黑线姬鼠平均带病毒率为,-,".、褐家鼠为!-/!.，家鼠型疫源地石阡县褐家鼠平均带

病毒率为,-!".、黑线姬鼠不带病毒，显示姬鼠、家鼠型两类疫源地相对稳定。但开阳县落旺河桥两

岸即东岸姬鼠型和西岸家鼠型疫源地类型在缓慢变化，!"#, % !"#$ 年间西岸的黑线姬鼠未检出 ()*+
病毒抗原（’ 0 ""），!""1 % !""# 年间的黑线姬鼠感染率为!,-#1.（抗原 ! 0 /1，抗体 # 0 /1）。结论姬鼠、家

鼠型两类疫源地在相对稳定中出现缓慢变化，相邻的姬鼠、家鼠型疫源地相互渗透形成疫源地重叠而

成为混合型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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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W 年，我们对贵州省肾综合征出血

热（()*+）县级疫源地和疫区调查结果表明，贵州省

有姬鼠型、家鼠型两类疫源地和疫区［!］。为探明贵

州省 ()*+ 不同类型疫源地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

以遵义、开阳、绥阳等县为代表的姬鼠型高发疫区和

以石阡县为代表的家鼠型疫区进行多年监测，结果

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 -()*+ 人间疫情资料：由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疫情室提供。对部分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分型。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委基金资助项目（!""/U,’#1）

作者单位：11’’’$ 贵阳，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 -宿主动物监测：在全省设若干固定和游动的

()*+ 监测点，用鼠夹法捕获小兽，鼠夹捕获标本不

够的，翻稻草堆捕获。

, -监测方法：抗原（抗体）检测用免疫荧光法

（)N）；血清学分型用血凝抑制试验（(M）。

$ -试剂：()*+ 病毒UW/U!!# 株 L9=8 X/ 细胞抗原

片自制；抗人荧光血清 MEI 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

研究所产品；抗鼠荧光血清购自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出血热实验室；分型荧光血清由解放军第四

军医大学分子病毒实验室提供。

结 果

! -人间疫情：!"/& 年 !& 月，在遵义县南北镇发

现 ()*+ 以来，病例数逐年增加，发病范围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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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年以石阡县为代表的家鼠型地区开始报

告疫情，!"#% & !"#’ 年全省发病达到高峰，此后发病

逐渐下降（表 !）。全省 #’ 个县（市、区）有 ($ 个报告

病例，病例主要发生和流行于黔北山川、丘陵盆地，

黔中、北和东北部发病符合姬鼠型疫区流行特点，部

分患者恢复期血清分型主要为 )*+, 病毒!型感染

（"% -$./，.!0 1 .."），东南部发病符合家鼠型疫区流

行特点，血清分型为 )*+, 病毒"型感染（!22/，

’( 1 ’(）。

. -宿主动物监测：经定点和游动点监测，多年来

)*+, 疫源地相对稳定，仅在局部有变化，黑线姬鼠

和褐家鼠是主要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黔中、北和东

北部的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是黑线姬鼠，褐家鼠

亦携带病毒，东南部黑线姬鼠未检出 )*+, 病毒抗

原，仅检出抗体（2 -%0/，( 1 ! 2"$），褐家鼠等大鼠类

则是主要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潜在疫区长顺县的

黑线 姬 鼠 携 带 )*+, 病 毒 率 为 !. -’%/（$" 1 $20，

!""( & .222 年）（表 .）。

表! 贵州省 !"#% & .222 年 )*+, 流行情况

年份
发病
县数

全 省

发病例数 发病率（ 1 !2万）病死率（/）

家鼠型疫区!

发病例数 构成比（/） 病死率（/）

遵义县

发病例数 构成比（/） 病死率（/）

!"#% .0 % 2.0 !$-## ! -%’ %0 ! -!% . -!’ . ($. 0.-#" ! -2$
!"#( $0 ( !’% !’-0( ! -’% .$# % -02 % -0. $ 2"" ("-"2 ! -."
!"#0 $’ % #!% !0-.! . -." .%. % -". % -"0 . !.’ %$-.% ! -##
!"#’ $! % 22( !$-!’ . -!’ .(! 0 -.’ $ -!" ! 0%0 %!-!2 . -!$
!"## $$ ! #00 0-!2 ! -"$ !2( ( -0. ( -’! ’02 %2 -’$ 2 -$"
!"#" ." ! !.! $-(2 . -%! %’ % -!" . -!$ $"’ $( -%! ! -.0
!""2 .’ ! 22# $-!$ 2 -#" $. $ -!’ 2 -22 %$2 %. -00 2 -’2
!""! $2 ! 02" %-"( . -%" .# ! -’% $ -(’ (2( $! -$" 2 -%2
!"". $2 . ."% 0-"# . -!% .$ ! -22 # -’2 #"’ $" -!2 ! -$%
!""$ $! ! "$. (-#$ 2 -’# !$ 2 -0’ ’ -0" 00" $% -0$ 2 -02
!""% .0 . $(0 0-"’ 2 -0# !% 2 -0" ’ -!% ’%. $0 -$( 2 -.’
!""( .0 ! %(# %-." ! -$’ !. 2 -#. 2 -22 %0% $! -#. 2 -%$
!""0 .( #2$ .-$% ! -$’ ’ 2 -#’ 2 -22 .’$ $% -22 2 -$’
!""’ .( ’’( .-.$ ! -(( # ! -2$ !. -(2 .#$ $0 -(. ! -%!
!""# .( ’2’ .-2! ! -%! % 2 -(’ .( -22 !"( .’ -(# 2 -22
!""" .# 0$$ !-’# 2 -"( 0 2 -"( !0 -0’ !’. .’ -!’ 2 -(#
.222 .. %$# !-.. 2 -%0 . 2 -%0 2 -22 !%2 $! -"0 2 -22

! .# 个家鼠型 )*+, 疫源地中 !" 个已形成家鼠型 )*+, 疫区的发病情况

表" 贵州省 )*+, 宿主动物小兽类监测结果

监测类型 地 点
黑线姬鼠

阳性率（/） 构成比（/）

褐 家 鼠

阳性率（/） 构成比（/）

其 他!

阳性率（/） 构成比（/）

逐月监测 遵义县 ( -%0（!.0 1 . $2#） #2 -.( . -’2（!# 1 00’） !!-%’ 2 -"#（!$ 1 ! $$.） # -.#
安顺市 ! -##（%# 1 . (%#） 0% -#0 $ -!$（!’ 1 (%$） ..-"’ . -!(（" 1 %..） !. -!0
凯理市 2 -22（2 1 .$） 2 -22 . -"2（!% 1 %#.） ’$-0# $ -’2（( 1 !$(） .0 -$.
开阳县 !2-20（#! 1 #2(） #! -22 % -02（% 1 #’） %-22 # -#.（!( 1 !’2） !( -22

定点监测 遵义县 $ -$"（#! 1 . $#0） 0" -.$ ! -0!（$% 1 . !!!） ."-20 2 -."（. 1 0"2） ! -’!
绥阳县 $ -"!（!22 1 . (((） ’. -"" 2 -"#（$2 1 $ 20(） .!-"2 ! -%!（’ 1 %"(） ( -!!
开阳县 ( -!.（!.. 1 . $#.） 0’ -’# . -!0（$. 1 ! %#%） !’-’# . -.$（.0 1 ! !0(） !% -%%
石阡县 2 -22（2 1 "%0） 2 -22 $ -!"（%$ 1 ! $(2） "$-%# 2 -$.（$ 1 "$’） 0 -(.
天柱县 2 -22（2 1 ’’0） 2 -22 ! -22（% 1 %2!） !22-22 2 -22（2 1 $.$） 2 -22
长顺县 !.-’%（$" 1 $20） "2 -’2 3 3 %-$2（% 1 "$） " -$2

游动监测 4 56!（!. 县市） % -#.（0’ 1 ! $"!） 0( -2( $ -.#（.! 1 0%!） .2-$" ! -’"（!( 1 #$"） !% -(0
56.（0 县市） # -2(（.! 1 .0!） !22 -22 2 -22（2 1 (） 2-22 2 -22（2 1 0#） 2 -22
56$（" 县市） 2 -.!（! 1 %’#） $$ -$$ ! -2(（! 1 "(） $$-$$ 2 -$0（! 1 .#2） $$ -$$
56%（( 县市） 2 -22（2 1 !0） 2 -22 ( -22（# 1 !02） !22-22 2 -22（2 1 %20） 2 -22
56(（% 县市） 2 -22（2 1 %.） 2 -22 2 -22（2 1 !2） 2-22 2 -22（2 1 .$(） 2 -22

! 包括小兽动物 !2 余种，检出 )*+, 病毒抗原有黄胸鼠、黄毛鼠、大足鼠、社鼠、黑腹绒鼠、小家鼠和 ’ 种；4 56!（$# 县市）、56.（!2 县

市）、56$（!0 县市）、56%（" 县市）、56(（" 县市）为贵州省动物地理区划；3 该项内容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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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鼠型 #$%& 宿主动物监测：在’()! * +,,,
年 #$%& 宿主动物监测中，贵州省东南部 +) 个县

（市）连片的家鼠型 #$%& 疫源地除了南部 - 个县没

有黑线姬鼠分布外，石阡县等 +! 个县（市）均有黑线

姬鼠分布，但未发现带 #$%& 病毒抗原，主要的带

#$%& 病毒抗原的鼠仍为几种大鼠种类。

. "#$%& 疫源地的扩散和演变观察：两次在绥阳

县宽 阔 水 原 始 林 区 调 查，在 林 中 开 发 茶 园，鼠 带

#$%& 病毒阳性率为’- "!)/（+ 0 ’!），抗体阳性率为

-) "!!/（1 0 ’+）；在次生性森林中，#$%& 病毒抗原阳

性率为) "!!/（’ 0 ’+）；在原生性森林中捕鼠 2’ 只，

未检出阳性。多年监测发现，开阳县落旺河桥两岸

即东岸姬鼠型和西岸家鼠型疫源地类型在缓慢变

化，’()! * ’(). 年间西岸的黑线姬鼠未检出 #$%&
病毒抗原（, 0 ((），’((- * ’(() 年间的黑线姬鼠感染

率为’! ")-/（抗原 ’ 0 2-，抗体 ) 0 2-）。

讨 论

’ "人间疫情分析：从 ’(2+ 年遵义县南北镇发现

#$%& 以来，全省流行呈现以下特点：+, 世纪2, * 1,
年代，#$%& 发病处于较低水平，进入 ), 年代，病例

数逐年上升，发病范围不断扩大。’()! 年以石阡县

为代表的家鼠型 #$%& 开始报告疫情，’(). * ’()1
年全省发病达到高峰，此后发病呈逐渐下降。近年

来 #$%& 发病率逐年下降是否与鼠密度下降、人们

的生产方式及居住条件改变等因素有关，有待进一

步观察。

+ "疫源地类型：县级疫源地调查结果表明，由清

水江、乌江和两侧山地及其梵净山形成从中部向东

北部延伸的一道长而宽的天然屏障，是黔中、北和东

北部姬鼠型与东南部家鼠型 #$%& 疫源地的明显分

界线。监测还发现，长顺县的黑线姬鼠携带 #$%&
病毒率为’+ "1./（!( 0 !,2，’((- * +,,, 年），但没有

病例，提示贵州省存在潜在疫区。

! "疫源地的扩散和演变：从贵州省多年多点监

测结果看，由于人类的开发，地理景观和天然屏障随

之也发生了变化。当地理景观改变而导致鼠种的重

新分布就有可能出现疫源地变化，绥阳县宽阔水原

始林区开发地可能是新的输入性疫源地形成［+］。在

开阳县落旺河建桥，致使东岸姬鼠型 #$%& 疫源地

的黑线姬鼠容易通过原先难以越过的天然屏障传给

西岸家鼠型 #$%& 疫源地的黑线姬鼠，由于疫源地

重叠而形成混合型疫源地。以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

方法已证明家鼠型 #$%& 疫源地和疫区携带的汉城

病毒、姬鼠型 #$%& 疫源地和疫区黑线姬鼠携带的

汉滩病毒是两个独立的出血热病毒类型［!，.］，说明

我们观察的结果是可靠的。

（遵义市、安顺地区，石阡、开阳、绥阳县等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参加了监测工作，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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