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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防治动态·

北京市SARS隔离医学观察效果评价
欧剑鸣敦哲李勤秦安莉曾光 皿％ A

【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市严重急性呼吸综台征(sARs)流行期间被隔离医学观察人群的构成

及发病情况，为科学合理地隔离sARs病侧的接触者提供依据。方法把海淀区按地理方位分为东、

西、南、北、中5个区域，每个区域从有隔离观察人群的街道(乡镇)中抽取1个街道(多镇)，通过街道

(乡镇)“非典”防治办公室，布置有被隔离医学观察对象的居委会把统一的调查表发给被隔离观察者，

让其自己填写调查表。若无法自己填写，则谙他人代为填写。结果共调查被隔离者1 028名，发现

24例sARS病例，罹患率2 3％；61％(630／l 028)的人是因为接触sARs病例而被隔离的，其中61％

(383／630)的人在sARs病例的症状期与其接触；24例病例均在姗病例的症状期与其接触；未在
sARs病例症状期与其接触的人均束发病，这部分人占被隔离人数的63％(“5／1 028)；167名在

sARs病例潜伏期与其接触的人均未发病。结论只有在sARs病例发病后与其接触的人员才需要

隔离，如果以此标准对淌的直接接触者进行隔离，则可以节省63％的费用。未发现sARs病例在
潜伏期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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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以后，北京市发生了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疫情爆发，为了控制疫情，政府采取果

断措施，对sAI砖病例的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禁止其外出，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由政府专门安排人员

送到家或隔离点。此措施为控制sARs疫情的扩散，

使北京市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是，政府为了’做好SARs病例接触者的隔离工

作，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以后更科

学、合理地对sA_RS病例的接触者进行隔离，我们对

北京市海淀区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群的发病情况进

行调查，评价其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至2003年5月23日止，海淀区所

有因sARs被隔离的人员。

2调查方法：

(1)基本情况的调查：把统一的调查表发放至海

淀区所有街乡、高校和集中隔离点，请各街乡、高校

和集中隔离点负责医学观察的医务人员报告被隔离

的人数。

(2)抽样调查：把海淀区按地理方位分为东、西、

南、北、中5个区域，每个区域从有隔离观察人群的街

道(乡镇)抽取1个街道(乡镇)，通过街道(乡镇)“非

典”防治办公室，布置有被隔离医学观察对象的居委

会把统一的调查表发给被隔离观察者，让其自己填写

调查表。若无法自己填写，则请他人代为填写。

(3)隔离后出现的蛐坞病例的调查：把调查到
的sARs病例基本情况与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疫情资料核对，确定隔离后出现的SARs病例。

用统一的调查表对所有s甜玛病例进行电话访谈，

对死亡病例则访谈其家属。

(4)sARs病例定义：本文所指sARs病例，是

指符合卫生部诊断标准中的临床诊断病例“j。

(5)本次现场调查于2003年5月30日至6月

13日完成。

结 果

1基本情况：截至2003年5月23目止，海淀区

共对5 186人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共有5个街道(乡

镇)1 028人接受了调查，出现了24例sARs病例，

罹患率2 4％，病死2例，病死率8．3％。

2隔离时间间隔分布：接受隔离人员被隔离期

限的中位数为14天，最后一次接触SARs病例至开

始接受隔离的时间中位数为2天，最后一次接触

sARs病例至解除隔离的时间中位数为14天。在

隔离后出现的24例sARs病例中，最后一次接触其

原发病例至其发病的时间中位数为2天，从开始接

受隔离至发病的时间中位数为2天，从发病至住院

的时间中位数为1天(表1)。

表1 北京市海淀区sARs流行期间隔离人员接受隔离的

各种时间间隔分布

*部分被隔离人员米和sARs病例接触，故无最后接触汹
病例的时间；#系被隔离后共同被隔离的人员中义出现丁sARs病

例，救为负值

3．接受隔离人员性别、年龄分布：隔离后出现

SARs 24例病例中，男14例，女10例，年龄最小l

岁，最大72岁，年龄中位数为44岁(表2)。

表2 北京市海淀区s^Rs流行期间接受隔离人员

性别、年龄分布

4．因不同原因而被隔离后出现的SARs病例情

况：1 028人中有630人是因为接触SARs病椤!f而被

隔离的，占被隔离人员的61．3％。所有发病者均为

接触SARs病例的人员，其他未接触sARs病例的

人未发病(表3)。

在630名接触过sA王塔病例的人中，有383名

最后一次接触SARs患者时，该sARS患者已经发

病，占60 8％(383／630)，占所有被隔离人员的

37．3％(383／1 028)。所有发病者均在SARs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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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北京市海淀区sARs流行期间1 028名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员被隔离的原因

的症状期|2与其接触，在SARs病例潜伏期”1与其

接触的人均未发病(表4)。

表4 在sARs病例发病不同时期接触者的发病情况

383名在s／恨s病例症状期与其接触的人，不

同的接触方式发病情况不同：在症状期照顾护理

sARs病例的人sARs的罹患率最高，达31．1％；

167名在sARs病例潜伏期与其接触的人，不论以

何种方式接触，均未发病(表5)。

表5 以不同方式接触症状期或潜伏期

sARs病例的发病情况

症状期接触(n=383)潜伏期接触("=167)

接触方式‘ 接触发病罹患率接触发病罹患率
人数例数(％) 人数例数 (％)

照顾护理 61 19 31 1 4 0 0

看望或探视 45 4 8 9 7 0 0

一起就餐 122 7 5 7 29 0 O

同住一个房间 90 5 5 6 26 0 O

同住～套房子 l叭 4 4 0 22 0 0

同住|楼门或楼道85 0 0 18 0 0

闸住～座楼 18 0 0 5 O 0

共用电梯 75 0 0 1 0 0

同一教室卜课 9 0 0 9 0 O

在一起乘过汽车 10 0 O 4 0 O

同一工作场所 7 0 0 65 0 o

*不同的接触方式有交叉，但同住卟房间、一套房子、～个楼

门及一座楼之间无交叉．仅统计较为密切的一种

讨 论

对传染病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是控制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样在sARs

的控制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㈨。但如何

科学合理地确定被隔离对象，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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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控制效果，是今后sARs

防制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调查发现，多数s甜舀病

例的接触者能被及时隔离，隔

离后出现的病例亦能及时住院

治疗，这是本次㈣疫情能被
及时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隔离期限t：，有一部分

人被隔离了14天以上，但对于

最长潜伏期为14天的sARs来说，隔离时间的计算

应从被隔离人员与sARs病例最后一次接触时间开

始，而不应该从实际被隔离开始。

我们通过对1 028名被隔离者的发病情况分析

后发现，隔离后发病者均出现在与sARs病例发病

后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中，这些人占被隔离者的

37．3％，故在以后的sARs控制工作中，只需对这部

分人群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即町，其他人群可不必进

行隔离，仅需对他们进行一般医学观察，以节省卫生

资源，减少政府为隔离蛳ts的密切接触者所付出
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在383名与SARS病例发病后有过直接接触人

中，照顾护理过SARs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罹患率

为31．1％，是最危险的接触方式，对这部分人群应进

行严格的隔离，其他危险性较高的接触方式有看望

或探视SARs病例、与sARs病例共同就餐、同住一

个房间、同住一套房子等，对这类sARs病例的直接

接触者，亦应加强管理。

对167名在sARs患者的潜伏期与其直接接触

的人进行分析可见，无论以何种方式与其接触，均未

发病，本调查亦支持sARS病例在潜伏期不具传染

性的结论”J。

(感谢美国痰病预防与控制中心Rob叭Fbntaine对本文

的总结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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