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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地区!岁以下儿童细菌性

脑膜炎的流行病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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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南宁地区!岁以下儿童细菌性脑膜炎的发病率、流行特征、病原谱、后遗症

等的特点。方法 采取以监测区域所有医院、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为监测单位，以人口为基数的流行病

学监测方法，以符合筛选标准的病例作为研究病例；采集脑脊液（056）和血液标本，按照统一规程进

行病原学分离和临床诊断。结果 在78个月的监测期内，在!岁以下儿童中共收集到符合筛检标准

的研究病例97:7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78!例，临床诊断病例年均发病率为;8<=8／9>万，病原确诊

细菌性脑膜炎病例=;例，年均发病率为97<=;／9>万。确诊病例的病原谱以葡萄球菌为主，次为大肠

埃希菌和肺炎双球菌（5?）；年龄分布以9月龄以下年龄组为最高，次为9!97月龄组，9!7@月龄组是

5?和流感嗜血杆菌（A#）所致脑膜炎的高发年龄组；并发症和后遗症发生率分别为9=<98B和><>>B，

病死率9;<@7B。实验室分别从99C=份血培养标本和9799份056培养标本中分离出@>株A#和7=
株5?等致病菌，但均未分离到脑膜炎奈瑟菌（D1）。结论 首次证实广西存在A#所致脑膜炎，年均

发病率为><C;／9>万，处于较低发病水平；确诊细菌性脑膜炎年均发病率97<=;／9>万，是当前危及儿

童健康的重要问题；确诊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谱以葡萄球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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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0#0)#3#+#0456666*7#($-%0,0$%-89%/-+’1/)%#0:/00#0)
$#+3-#*3，;,/0)<#"-’.#0*% !"#$%&’()’*+!，,-#$./0*(1/2，34#50’，3462’(72*，,-#!8*+(
90’，34-#$!&(:’*，34-";0(1/2&*+，34<=’&*(1/’，><-#?’，@-#$A’*(B8*+，C<=’*+(/2&，

>4#C0’(D0*，E’F+8G0HI，E0**0J7C-，=<./’(7’，6F090*BA!K!$2&*+L’-2M8*8982BN0+’8*
60*M0GO8G!’B0&B0HG0P0*M’8*&*J68*MG8F，#&**’*+!=>>79，0E#+F
68GG0BQ8*J’*+&2M/8G：!"#$%&’()’*+K*1F#$：,GH888"98=<+(I

【=2+3-/*3】 >2?%*3#.% J&KEF’FKI(’#L(IE(#+K#,(+K(，(?#,(1#&$&%#KM(FIN’(2，(I#&$&%#KF%(+I2F+,
2(HN($F(&MGFKI(’#F$1(+#+%#I#2#+KE#$,’(+N+,(’!-(F’2&MF%(#+DF++#+%，ONF+%P#<@%37’$+ /
?&?N$FI#&+QGF2(,2N’R(#$$F+K(SF2K&+,NKI(,I&(RF$NFI(KE#$,’(+S#IE2#%+2F+,2-1?I&12&M1(+#+%#I#2</$$
E&2?#IF$2，I&S+2E#?E(F$IEK(+I(’2F+,R#$$F%(K$#+#K2#+IE(2N’R(#$$F+K(F’(FS(’(2I’NKIN’(,I&?F’I#K#?FI(#+
IE(KF2(’(M(’’F$F+,(RF$NFI#&+<0(’(G’&2?#+F$M$N#,（056）F+,G$&&,2?(K#1(+2S(’(&GIF#+(,F+,
?’&K(22(,N2#+%2IF+,F’,#L(,1#K’&G#&$&%#K1(IE&,2<A%+,(3+ 4N’#+%IE(78Q1&+IE2N’R(#$$F+K(?(’#&,，

F1&+%IE(KE#$,’(+N+,(’!-(F’2&$,，FI&IF$&M97:7KF2(2SE&1(IIE(2K’((+#+%K’#I(’#F&M1(+#+%#I#2
S(’(2IN,#(,<78!&M97:7KF2(2S(’(#,(+I#M#(,F2K$#+#KF$$-,#F%+&2(,1(+#+%#I#2，S#IEF+#+K#,(+K(’FI(&M
;8<=8?(’9>>>>>?&?N$FI#&+<JE(F++NF$#+K#,(+K(’FI(N+,(’IE(=;KF2(2&MK&+M#’1(,GFKI(’#F$
1(+#+%#I#2F??(F’2(,I&G(97<=;／9>>>>><5IF?E-$&K&KKN22?(K#(2FKK&N+I(,M&’IE($F’%(2I?’&?&’I#&+&M
$FG&’FI&’-QK&+M#’1(,GFKI(’#F$1(+#+%#I#2，M&$$&S(,G-IKR8F’F+,SKQ*0298*’&0<JE(E#%E(2IFIIFKT’FI(
&KKN’’(,#++(&+FI(2"91&+IE，M&$$&S(,G-KE#$,’(+F%(,9Q971&+IE2#+IE(K&+M#’1(,?FI#(+I2<
U(+#+%#I#2KFN2(,G-5?F+,A#1F#+$-&KKN’’(,#+KE#$,’(+F%(,9Q971&+IE2</$$KF2(2&M1(+#+%#I#2,N(
I&A#F+,5?S(’(KE#$,’(+F%(,9Q7@ 1&+IE2<9=<98B F+,><>>B &MIE(KF2(22N’R#R(,S#IE
K&1?$#KFI#&+2F+,2(HN($F(，F+,IE(KF2(QMFIF$#I-’FI(SF29;<@7B<@>GFKI(’#F$#2&$FI(2S(’(#,(+I#M#(,
M’&199C=G$&&,KN$IN’(2F+,7=M’&19799K(’(G’&2?#+F$M$N#,2F1?$(2，GNI+&#0’BB0G’&90*’*+’M’J’BSF2

基金项目：国际疫苗研究所（VWV）合作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79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董柏青、唐振柱、林玫、李翠云、谭冬梅、梁大斌、廖和壮、权怡、方锦嵩、吴兴

华、秦卫文）；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刘先知）；V+I(’+FI#&+F$WFKK#+(V+2I#INI(，X(?NG$#K&M"&’(F（"#$%&’()*、徐志一、0$(1(+234）；Y0Z/

0(+I(’M&’WFKK#+(X(2(F’KE，J&’’F+K(，0/，Y5/（"(++(,-./）

通讯作者：董柏青 *1F#$：,GH888"98=<+(I

·9C=·中华流行病学杂志7>>@年!月第7!卷第!期 0E#+3*?#,(1#&$，UF-7>>@，W&$<7!，D&<!

 



!"#$%&!"#$%&’("# ’($)$*)+),%#(+"-)./,!)0,+1"$!)02(%)$3#/$*4).)+5+5()$1)%($1("!6&789(0
:666669"9#;/+)"$&<5(/$$#/;)$1)%($1(0/+("!1"$!)02(%=/1+(0)/;2($)$*)+),./,:>&?89(0:66666，

.5)15./,1"$,)%(0(%/$)29"0+/$+9#=;)15(/;+590"=;(2)$15);%0($&@+/95A;"1"11)./,+5(90(%"2)$/$+
9/+5"*($)$1"$!)02(%=/1+(0)/;2($)$*)+),&

【)*+,"-.’】 !"#$%&’()*+(,-)*#,."#；B/1+(0)/;2($)$*)+),；C9)%(2)";"*A；@#0D();;/$1(

细菌性脑膜炎是以发热、头痛、呕吐、抽搐、昏

睡、昏迷、前囟隆起、颈项强直等为主要表现的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好发于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

在临床诊疗中往往没有明确的病原学诊断。为了探

讨引起儿童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谱及其年发病率，

为制定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及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

科学的依据，本项目以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双球

菌（@9）、脑膜炎奈瑟菌（E2）、葡萄球菌、大肠埃希

菌（/01%)(&）、链球菌、甲型副伤寒及其他致病菌为

目的菌，与国际疫苗研究所（FGF）合作在广西南宁市

对:H万I岁以下儿童进行了为期>年以人口为基

数的流行病学监测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监测范围和对象：监测范围为南宁市（包括市

区、市郊、武鸣县和邕宁县）共计:J所县级以上医院

（含自治区直属医院）、?7个乡镇卫生院、KKJ所村卫

生室。监测对象为上述区域I岁以下儿童。

>&脑膜炎病例筛选标准：按FGF统一规定的国

际筛选标准实行。!年龄6"J6月龄；#发热?KL
以上（腋温）；$头痛、惊厥、抽搐；%喷射性呕吐；&
易激惹，意识模糊；’昏睡、昏迷；(前囟隆起；)颈

项强直；*其他伴有中耳炎、乳突炎、蜂窝组织炎并

伴神经系统症状。凡在第一项基础上具备其他任何

一项或几项症状和体征即作为研究病例。

?&时间和方法：监测时间为自>666年::月至

>66>年:>月。凡监测期间在上述监测医疗机构一

旦发现I岁以下符合“筛选标准”的脑膜炎患儿，均

立即按统一的表格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一律填写病

例评估表、病例情况表和中心实验室报告表，并在使

用抗生素之前采集脑脊液（M@N）和血液标本，送经

统一培训和FGF的技术专家考核的中心实验室进行

检测。由课题组成员每:">周到各监测医院、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进行现场督导、交流和质控管理。

H&诊断标准：参照FGF统一制定的国际标准分

H类进行。!细菌性脑膜炎：M@N培养可分离出细

菌，或血培养阳性且M@N至少有一项异常；#临床

诊断细菌性脑膜炎：M@N涂片革兰染色发现细菌，加

上至少有一项脑膜炎临床症状体征和至少M@N有

一项异常，或仅有后者；$排除病例：M@N有异常，但

不符合#的标准；%M@N正常。

I&统计学分析：采用FGF提供的NOPQRO“-)=
Q0"S(1+T/+/”专用数据库，统一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和

统计分析。

结 果

:&基本情况：>666年::月至>66>年:>月监

测范围内I岁以下儿童为:H:H:?人。项目共收集

到符合筛选标准的研究病例:>K>例，其中南宁市

HJI例，市郊>6K例，邕宁县>J:例，武鸣县??7例；

男性8H7例，女 性H>?例，男 性 多 于 女 性（2!
6&6:）。

>&年均发病率：监测期间共发现到I岁以下儿

童脑 膜 炎 研 究 病 例 :>K> 例，年 均 发 现 率 达

H:H&I:／:6万。确诊细菌性脑膜炎?8例，I岁以下

儿童细菌性脑膜炎年均发病率为:>&?8／:6万，临床

诊断 细 菌 性 脑 膜 炎 病 例>JI例，年 均 发 病 率 为

8J&?J／:6万，未发现排除病例（表:）。

表: 南宁地区不同月龄脑膜炎患儿的

不同诊断分类的病例数及年均发病率（／:6万）

月龄
确诊细菌性脑膜炎

男 女 合计

临床诊断细
菌性脑膜炎

排除
病例

M@N
正常
病例

!: K H ::（:7H&87）KJ（:?HJ&I>） 6 II
:" :: 7 >6（?:&8:）8K（:?8&?J） 6 >7?
:?" > H J（:6&>7）?J（J:&KJ） 6 >HJ
>I" 6 6 6（6&66） >I（H:&>6） 6 :>K
?K" 6 6 6（6&66） >I（H:&K8） 6 7>
H7"J6 : 6 :（:&J8） :J（>J&8K） 6 86

合计 >:（:>&6J）:K（:>&86）?8（:>&?8）>JI（8J&?J） 6 87?

注：有KJ例研究患儿因未采集到M@N或M@N量不够，未做M@N
生化、常规或培养，故按照诊断标准未列入诊断分类

确诊病例中-)、@9、葡萄球菌、/01%)(、链球菌、

甲型副伤寒及其他致病菌所致脑膜炎发现病例数分

别为?、H、:H、I、>、:和7例，年均发病率分别为

6&78／:6万、:&?6／:6万、H&IJ／:6万、:&J?／:6万、

6&JI／:6万、6&??／:6万、>&7?／:6万，本次监测期间

未检出E2。

?&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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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宁不同地区细菌性脑膜炎的病例数及年均发病率（／"#万）

诊断 南宁市区 市郊 邕宁 武鸣 合计

临床诊断病例 $!（%&’"(） ))（%$’!$） )"（&#’&"） %%（"%!’#)）!&)（$&’(&）

确诊脑膜炎 *（$’(&） (（+’!&） "%（!#’!#） *（!#’""） ($（"!’($）

,-脑膜炎 "（#’*(） # !（!’($） # (（#’*$）

./脑膜炎 "（#’*(） # !（!’($） # (（#’*$）

表( 南宁地区不同季节细菌性脑膜炎的病例数及年均发病率（／"#万）

诊断
春季

（!!+月）
夏季

（)!%月）
秋季

（$!"#月）
冬季

（""!"月）
合计

临床诊断病例 &!（!#’!#） *(（(#’("） )!（"&’*)） )$（"$’*#） !&)（$&’(&）

确诊脑膜炎 )（"’&(） "#（(’!)） "(（+’!+） "#（(’!)） ($（"!’($）

,-脑膜炎 # "（#’((） "（#’((） "（#’((） (（#’*$）

./脑膜炎 # # !（#’&)） "（#’((） (（#’*$）

表+ 确诊和临床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确诊细菌性脑膜炎病例（0） 临床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病例（0）

发热 !%（%"’#)） "&$（&(’(*）

头痛 !（)’!&） (#（""’(!）

颈项强直 $（!"’#)） )(（!#’##）

囟门膨突 ")（(*’+%） (*（"+’%!）

昏迷 "(（(+’!"） $*（((’)$）

易激惹、意识模糊 ""（!$’*)） +)（"&’*$）

抽搐 "*（)#’##） "()（)#’*+）

喷射性呕吐 &（")’%*） (+（"!’$(）

注：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0）

（"）地区分布：临床诊断细菌性脑膜炎年均发病

率以武鸣县为最高，而确诊细菌性脑膜炎、,-和./
脑膜炎的年均发病率均以邕宁县为最高（表!）。

（!）时间分布：!&)例临床诊断病例中，以夏天

的年均发病率为最高。确诊细菌性脑膜炎在全年四

个季节的病例数分别为)、"#、"(和"#例，以秋季为

多（表(）。

（(）年龄、性别分布：由表"可见，确诊的和临床

诊断的细菌性脑膜炎年发病率均以新生儿最高，其

次为"!"!月龄的婴幼儿，月龄组别年均发病率随

月龄增大呈下降的趋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男性发病率为"!’#&／"#万，女性发病率

为"!’$#／"#万，性别发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临床表现：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的临床

表现见表+。据统计，确诊病例中有"项临床表现

者占"$’+!0，有!项者占(&’$+0，有(项及以上的

占++’%+0；伴有肺炎"(例（(+’!"0）、关节炎"例、

呼吸道感染(例。而临床诊断病例中有"项临床表

现者占!&’#+0，有!项者占(+’%!0，有(项及以上

的占(&’&#0；伴有肺炎的(+例

（"!’$(0）、上颌窦炎"例、败血

症!例、扁桃体炎)例、上呼吸道

感染("例、支气管炎&例。

（)）并发症、后遗症及病死

率：确诊病例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发生率分别为"(’"&0（)／($）和

#’##0（#／($），其中硬膜下积液

)’!&0（!／($），脑积水%’$*0（(／

($）；病死率"$’+!0（%／($）。而

临床诊断病例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发生率则分别为"’"(0（(／!&)）

和!’!&0（&／!&)），病 死 率 为

%’"%0（"*／!&)）。

（&）实验室检查结果：

"血常规：确诊病例和临床

诊断病例的白细胞（123）总数

的 比 例 分 别 为：新 生 儿"
!4"#*／5占#’##0（#／""）和

"(’"&0（"#／%&），"!!+月 龄"
"’!4"#*／5占)(’$)0（"+／!&）

和+(’*#0（)+／"!(），!)!&#月

龄""4"#*／5占!%’!%0（(／""）和&#’&"0（+#／

&&）；中性粒细胞比例两者分别为：新生儿#%#0占

!%’!%0（(／""）和++’%+0（(+／%&），"!"!月 龄#
+#0占$)’##0（"%／!#）和%%’#"0（&%／$%），"(!&#
月龄#&)0占%"’+!0（)／%）和+$’#+0（+*／"#!）。

#3.6生化、常规：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有

外观 混 浊 的 分 别 占(*’+%0（")／($）和(!’$(0
（$%／!&)），123""##4"#)／5 分 别 占!$’*)0
（""／($）和!#’($0（)+／!&)），蛋白质"%)78／9:分

别占++’%+0（"%／($）和)&’!(0（"+*／!&)），葡 萄

糖!+#78／9:分 别 占!"’#)0（$／($）和!%’"%0
（%!／!&)），中性粒细胞"%#0分别占)’!&0（!／($）

和*’#&0（!+／!&)）。

$3.6涂片："!""份3.6标本中涂片阳性(
份，其中;<球菌!份，;=杆菌"份。

%血培养和3.6培养：本次研究分别从""*(
份血培养和"!""份3.6培养标本中分离到+#株

和!(株致病菌。其中有""((例患者同时采集了

3.6和血标本，有*例同时从3.6和血中培养出致

病菌。血和3.6培养均未检出>7（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年)月第!)卷第)期 3?-@AB/-9C7-D:，EFG!##+，HD:’!)，>D’)

 



表! 血液和"#$ !!

标本中检出致病菌情况

致病菌 血液 "#$ 致病菌 血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表皮葡萄球菌 * +
人型葡萄球菌 + ,
腐生葡萄球菌 - ,
溶血葡萄球菌 + ,
!"#$%& ) +
阴沟杆菌 + ,
粪肠球菌 , -
鼠伤寒菌 + -

肠炎沙门菌 ’ -
肺炎克雷伯菌 ’ -
粘质沙雷菌 , -
奥斯陆莫拉菌 , -
鲍氏不动杆菌 , -
热带假丝酵母菌 , -
洛菲不动杆菌 - +
!链球菌 - ,
停乳链球菌 - ,
甲型副伤寒 - ,

合计 ). +’

经统计，确诊病例从"#$和血中分离出的致病

菌在",月龄组为葡萄球菌（!株）、!"#$%&（’株）、

其他致病菌（’株）；在,"+)月龄组为%&（’株）、#(
（)株）、葡萄球菌（/株）、!"#$%&（+株）、链球菌（+

株）、其他致病菌（*株）；在)0"1.月龄组为葡萄球

菌（,株）。

（*）流行病学调查：确诊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中，

*/20!3的患儿父母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2.!3
居住在农村，,..3未入托，*/20!3家中仅有,名!
岁以下儿童；临床诊断病例中，*,2*.3的患儿父母

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02)’3居住在农村，/*2,*3
未入托，/,2/03家中仅有,名!岁以下儿童。所有

评估病例均未接种过%&疫苗；确诊病例中仅有,名

接种过肺炎球菌疫苗，临床诊断病例均未接种过此

疫苗；确诊病例中有+名、临床诊断病例中有!名接

种过4群脑膜炎双球菌疫苗。

（/）抗生素使用情况：据,+*+例患儿的调查发

现，采样前使用抗生素者占’)20/3，未用抗生素者

占)02+,3，不详者占,!2/.3。通过注射途径使用

抗生 素 者 占1/2*13；脑 膜 炎 患 儿 住 院 过 程 中 有

0.2’’3使用了抗生素，其中注射方式占0*2*)3。

可见，未经病原学确诊时抗生素的使用极为常见。

讨 论

本研究系我国首次系统开展的以人口为基础的

儿童细菌性脑膜炎流行病学监测研究。+1个月的

监测结果表明，南宁市!岁以下儿童细菌性脑膜炎

的年均发病率达,+2’/／,.万，临床诊断病例的年均

发病率达/12’1／,.万；南宁市!岁以下儿童细菌性

脑膜炎病原谱依次为葡萄球菌、!"#$%&、#(、%&、链球

菌及其他致病菌；首次病原学证实我区存在%&的脑

膜炎，年均发病率为.20/／,.万。

细菌性脑膜炎是小儿较常见和危害严重的疾

病。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细菌性脑膜炎年发病率报道

均有所不同，欧美国家的年发病率为+2.／,.万"
*2+／,.万，发展中国家为,.／,.万"+!／,.万［,］，!
岁以下儿童年发病率日本为*2++／,.万［+］，马来西

亚和南非分别达*12*／,.万［’］和*1／,.万［)］。0.年

代初5678等［!］在合肥市开展过以医院为基础的、

以细菌培养结合"9:方法的调查，得出!岁以下儿

童细菌性脑膜炎年发病率为,02+／,.万。本研究表

明广西确诊细菌性脑膜炎年均发病率高于日本，低

于马来西亚、南非和杨永弘等的研究结果。

沈叙庄等［1］的研究表明，引起我国儿童细菌性

脑膜炎的病原主要为%&、#(和;<，随着4群脑膜

炎双球菌疫苗的普遍应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

脑）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率不断下降，近年我区

发病率均在.2+!／,.万以下，本调查未检出;<，说

明近年南宁市的流脑发病已处于静止状态。近年报

道引起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谱已发生了变化，本次

研究从"#$分离出的致病菌则 以 葡 萄 球 菌 为 主

（)2!1／,.万），与近年报道的葡萄球菌是细菌性脑

膜炎的主要病原菌一致［*］。本研究检出腐生葡萄

球菌等条件致病菌较多，与抗生素的滥用、菌株的耐

药性增加、人体局部微生态条件改变等原因有关。

%&是近二十余年来除#(和;<外认识和研究

较多的能引起儿童细菌性脑膜炎和包括肺炎在内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菌之一［/］。欧美/.年

代在%&=疫苗使用之前以%&为主，其所致脑膜炎在

欧 美 等 许 多 国 家 的 年 发 病 率 高 达’.／,.万"
1..／,.万［0］，0.年代起由于%&=疫苗的广泛应用而

得到控制。本次研究首次证实广西自治区存在%&
所致的脑膜炎，年均发病率仅为.20/／,.万，远低于

欧美等国家使用疫苗之前的水平，亦低于越南和韩

国［,.］，我们认为脑膜炎患儿的病原菌检出情况，除

了与菌群差异、人群免疫状态不同外，还可能与滥用

抗生素等因素有关。据我们调查，在监测区范围内，

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有/02,’3使用了抗生素，有

),3的患儿使用了+种以上的抗生素，另外，本项研

究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超过0.3使用了抗生素，使

用抗生素大多都是通过注射途径来完成的，结果提

示，在没有作出病原学诊断之前，抗生素的使用已形

成一个治疗的常规措施。

从患者各月龄组"#$和血标本检测到的致病

菌结果可以看到，",月龄组以葡萄球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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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月龄组则以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
和链球菌等为主。!!月龄组的细菌性脑膜炎的年

均发病率最高，可能与新生儿免疫力低下、血脑屏障

尚未发育完善，容易引起感染有关。本研究表明!!
"#月龄组是&’和$%所致脑膜炎的高发年龄组，与

国内外的研究报道相同［!!］。

研究结果表明，确诊细菌性脑膜炎病例集中在

"#月龄内（占总病例数的()*+,-），与临床诊断病

例相比，前者囟门膨突的比例高于后者（!!.*./），

且伴有肺炎的比例也较高（!!.*./），表明病原确

诊病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均较为严重，且多由呼吸

道致病菌感染所致。此外，确诊病例的并发症和后

遗症 发 生 率 分 别 为!+*!,-和.*..-，病 死 率 达

!0*#"-，亦均高于临床诊断病例。近年来由于早期

诊断和抗生素的早期应用，使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

率大大减少，病死率较高与部分病例（/)*!#-）因疫

情较重、经济困难放弃治疗有关。本研究结果低于

文献报道［/］。

本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通过监测查清$%的年

发病率和病死率，为我国乃至亚洲推广$%1疫苗和

其他针对性预防对策提供科学依据。经过本次监测

研究，尽管$%所致脑膜炎的年发病率很低，我们认

为，由于抗生素的滥用，掩盖了我国儿童脑膜炎病原

学构成的真实水平，应推荐234技术开展病原学的

进一步研究，以便掌握真实的儿童脑膜炎发病率和

病死率，才能确定相关疫苗推广应用的科学价值。

（本项目得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自治区

人民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以及南宁市、武鸣、邕宁县等

!,家监测医院和+(家卫生院的全体儿科和检验人员的支

持与参与，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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