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监测·

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趋势及其防制对策

张永振 肖东楼 王玉 王洪霞 孙黎 陶晓霞 屈永刚

【摘要】 目的 总结和分析近!"年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流行情况、疫区分布、类型及

其流行特点。方法 收集!"年来中国#$%&的发病死亡情况、疫区分布、类型及其流行强度进行总

结和分析。结果 !"年间#$%&的流行出现两个快速上升期（’()"!’()*年、’()(!’(+,年），使

#$%&的发病数由’()"年的!-(*例增加到’(+,年’’*+".例。-"世纪("年代中国#$%&的年发病

数稳定在.万!,万例。血清学方法检测证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存在有汉坦病毒的疫源地，除

青海与新疆两省区外，其他省（市）区均有发病。近年来，不但大中城市#$%&流行强度上升明显，而

且疫情的季节分布发生变化。结论 中国#$%&的流行已出现新的流行特征。因此，应加强监测，采

取综合防制措施预防控制汉坦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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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染汉坦病毒后能导致两种严重的疾病：肾

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P&）。

#$%&主要流行于欧亚大陆，而病死率高达*"Q的

#P&主要流行于美洲大陆。作为新出现的和重新

出现的病毒性传染病，汉坦病毒流行广泛，危害严

重，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

受汉坦病毒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近十年来年报告

发病例数稳定在.万!,万例，占世界报道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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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Q以上［-，!］；感染流行的主要是#$%&，是国家

重点防治的传染病之一。本文依据全国#$%&监

测资料，分析汉坦病毒的流行趋势及其特点，探讨

#$%&的防治对策。

一、中国!"年来#$%&的发病情况

从’()"年至今#$%&的发病情况（图’）及汉

滩病毒的流行出现两个快速上升期。第一个上升期

（’()"!’()*年）使中国#$%&的发病数由’()"年

的!-(*例增加到’()*年的’+,,-例，随后发病例

数相对稳定。第二个高峰期在’()(后，我国许多地

区出现#$%&的爆发，发病例数快速上升，于’(+,
年达到高峰，全国年发病例数达’’*+".例，发病率

为’’F",／’"万。’(+,年后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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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病数开始下降。!"世纪#"年代$%&’的疫

情依然严重，年发病数虽再没有超过高峰期的(#)*
年，但年发病数波动较大。!"""年与!""(年全国

$%&’与呈上升趋势的(###年相比有所下降，!""(
年全国报告发病例数与!"""年相比基本持平。

图! 中国不同年度$%&’的发病例数

从图!可以看出(#+"!(#+,年$%&’死亡数

随着 发 病 数 的 升 高 而 快 速 增 加，病 死 率 分 别 为

((-,!.、(!-#).、("-,(.、("-(*.，为,"年来的

高峰期。(#+/!(##(年，死亡数仍随着发病数的上

升而增加，但病死率开始下降，由(#+/年的#-!!.
下降到(##(年的!-*).。(##(年以后，随着诊断

与治疗水平的提高，尽管发病数一直处于较高的水

平，但死亡数显著下降，病死率降到了!-"".以下。

图" 中国不同年度$%&’的死亡例数

二、疫区分布、类型及其流行强度

(-中国汉坦病毒的疫区分布与类型：汉坦病毒

主要是经啮齿类动物传播感染人类，因此啮齿动物

的生态地理分布决定了汉坦病毒的疫源地分布及其

类型。经过全国各监测点近!"年对宿主动物的监

测与(#)/!(#))年 开 展 的 全 国 地 理 流 行 病 学 研

究［/］发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存在汉坦病毒的

宿主动物，并经血清学检测证实均存在有汉坦病毒

的疫源地，除青海与新疆两省区外，$%&’在全国其

他省（市）自治区均有发病。

汉坦病毒有相对严格的宿主动物特异性，宿主

动物的种群构成决定了疫源地的类型。国外的科学

家对分离自各种宿主动物和患者的毒株进行分析，

发现汉坦病毒至少存在!"个以上的血清型／基因

型，而且每型病毒均来自不同的啮齿类动物［0］。中

国目前发现+,种脊椎动物能自然感染汉坦病毒。

其中哺乳类*(种、鸟类)种、爬行类!种、两栖类!
种。我国有如此多种类的宿主动物能感染汉坦病

毒，而且汉坦病毒感染也主要发生在我国，这就意味

着我国可能存在多种血清型／基因型的汉坦病毒。

但由于检测方法与诊断试剂的限制，以及对病原、血

清学分型监测开展不够，各省（市）还没有开展基因

分型，至今我国仅报告有"型汉滩病毒与#型汉城

病毒。

近!"年的监测发现，对于大部分的疫源地，在

野外数量最多及带病毒率最高的宿主动物是黑线姬

鼠，居民区数量最多与带病毒率最高的宿主动物是

褐家鼠；其次，数量较多、带病毒率较高的宿主动物

还有以家栖为主的小家鼠、黄胸鼠，野栖的黄毛鼠、

大仓鼠、黑线仓鼠等；此外，林区的大林姬鼠和实验

用大白鼠也可成为$%&’的传染源［*］。因此，我国

各省（市）自治区的疫源地除个别疫区外，大部分可

能是以"型汉滩病毒或#型汉城病毒为主的复合型

疫区。另外，杭长寿、姚智慧等以及全国重点实验室

所开展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型汉

滩病毒至少存在#个亚型，#型汉城病毒至少存在

*个亚型［+，)］。

!-疫区的流行强度：长期的监测表明，除青海与

新疆两省区外，$%&’在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均

有发病，但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

江、湖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四川、贵州等省。上述各省在(##0年前的年报告发

病例数在("""例以上。(##0年后，江苏、安徽、河

南、湖北、四川、贵州六省的年报告发病例数在("""
例以下。$%&’在我国主要疫区不同时期的发病情

况见图,。

与!""(年的发病数相比，!""!年山东、安徽、

江西、河南、湖南等省疫区发病例数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但天津、河北、内蒙、辽宁、黑龙江、江苏、广东、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市、自治区）与!""(年

相比发病数明显增加，上述各省$%&’发病例数分

别比!""(年增加了("-/).、!,-"+.、(*+-"".、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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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主要疫区不同年份发病情况

三、中国近年来!"#$的流行特点

%&!"#$疫 情 处 于 动 态 的 相 对 稳 定 期：中 国

!"#$的流行在’(世纪)(与*(年代经历两个快

速上升期，于%+*,年到达高峰后，并于%++-!%++.
年再次上升。这表明!"#$在我国的爆发具有一

定的周期性，约%(年出现一次大的流行。但至今我

们对引起这种周期性流行的原因研究不够。%++,
年以后!"#$发病数虽有小的上升，但相对稳定，

并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两年的全

国年报告总发病例数低于-((((例。然而，从近.
年来各疫区的发病情况看，虽然高发疫区（如山东与

黑龙江等省）下降显著，其他疫区［如山西、内蒙古、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区）］发病例数有

一定程度下降或略有下降，但相当一部分省（市）自

治区（河北省等）的发病例数上升明显。另外，尽管

部分省（市）的年总发病例数下降明显或相对稳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有疫区的范围不断扩大，新

疫区还时有出现。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
疫情处于动态的相对稳定期。

’&大中城市流行强度上升明显：从’((%年与近

年来的疫情看，一些大中城市!"#$的流行强度上

升明显或疫情依然严重。出现了疫情向大中城市扩

展的流行趋势，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严峻形势。

不但在城乡结合部，而且在大城市的市中心位置也

同样有汉滩病毒的传播。另外，除人间疫情增多外，

部分大中城市的实验动物中也出现了汉滩病毒的流

行。由于大中城市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高度

重视，并应作为工作重点，查明!"#$在城市的流

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疫情的季节变化：不同时期全国!"#$月发

病数分布情况见图-。长期以来，我国!"#$患者

主要受"型汉滩病毒与#型汉城病毒感染的危害。

汉滩病毒疫区，以黑线姬鼠为主要传染源，流行高峰

季节在冬季；汉城病毒感染及其疫区，以褐家鼠为主

要传染源，流行高峰季节主要在春季［,］。但从’(((
与’((%年各月的发病例数可以看出，除冬季外，其

他季节的月分布差异不明显。这表明在我国流行的

汉坦病毒有可能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另外，值

得注 意 的 是%+*(年 以 后，全 国+月 份 的 发 病 数

最低。

图" 中国!"#$病例的月分布

-&汉坦病毒基因型监测：我们在开展汉滩病毒

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汉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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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抗体检测阳性，肝损害严重（!"#或!$#：%&&!
’&&&(；#)*+：,-!-./"01+／"）、肺损害严重的病

例；以及消化道症状严重的病例增多等临床现象。

另外，-&&2年在部分城市的实验动物中出现汉坦病

毒流行时，也仅查出了抗汉坦病毒抗体，没有查出汉

坦病毒的抗原。这些现象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

明，尽管我国流行的汉坦病毒可能主要为黑线姬鼠

携带的汉滩型与褐家鼠携带的汉城型病毒，但可能

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型别或新型汉坦病毒。这些病毒

可能受到宿主动物及地理生态环境等条件的限制，

在我国并没有广泛流行，或已有流行但用现在的分

型方法（诊断试剂）未能检测到。另外，无论是汉滩

型还是汉城型病毒可能还存在着更多的亚型。

四、防制对策

23加强监测，明确疫情：对456$人间疫情、人

群感染和动物感染及其带病毒情况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与监测，探索疫源地和疫区类型及其演变规律，分

析疫情动态和发展趋势，对疫情进行预测预报，将为

制定出针对性强的防治对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有助于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发病、控制流行，降低病

死率。

鉴于我国456$新的流行特点及其流行趋势，

以及病毒的变异可能会产生毒力很强的毒株，尚未

流行的汉坦病毒也会因地理生态条件的改变而发生

流行。因此，除常规监测外，还应进行专题监测，开

展汉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弄清在我国除存

在已查明的#型汉滩病毒与$型汉城病毒外，是否

还存在着在欧美等国家流行的新汉坦病毒（尤其是

引起47$的病毒）及其分布；查明引起临床上出现

非典型456$病例的病原，是否是由新型病毒或#
型汉滩病毒与$型汉城病毒的变异毒株引起；明确

#、$型病毒的亚型、地理分布及其演变进化动态；

加强在大中城市456$的监测，查明其汉坦病毒流

行的主要型别（亚型）及流行特点，揭示城市456$
发病率上升的因素；建立我国汉坦病毒的遗传数据

库和分子流行病学监测数据库。根据汉坦病毒的遗

传多样性、进化特征、演变动态及其流行特点，预测

我国未来456$的流行趋势。

-3灭鼠防鼠，控制宿主动物的密度：456$是

以啮齿类动物传播为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灭鼠防

鼠 是 防 治 456$的 成 功 经 验 与 主 要 措 施。 在

28’%!28’/年456$流行最严重的时期，采取以灭

鼠防鼠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使我国456$的疫情

得到 了 控 制。也 正 是 长 期 坚 持 灭 鼠 防 鼠，使 得

456$的疫情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更大的流行。

目前456$的防制要根据疫区类型及其当地的地

理生态条件，开展科学灭鼠防鼠。以$型汉城病毒

为主的疫区要针对褐家鼠、黄胸鼠和小家鼠在居民

区内灭鼠；#型汉坦病毒疫区及复合型疫区针对黑

线姬鼠、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等，在居民区内及其

附近的野外灭鼠。

,3免疫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之

一。目前国内供应的456$疫苗有出血热沙鼠肾

细胞#型灭活疫苗、出血热乳鼠脑纯化#型灭活疫

苗、出血热地鼠肾细胞$型灭活疫苗以及出血热双

价灭活疫苗。上述疫苗经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接

种疫苗后，机体能产生特异的中和抗体具有预防作

用，还未发现免疫增强感染现象［8］。应在重点疫

区、重点人群中开展 456$疫苗的预防接种。然

而，由于至今还未研究成功汉坦病毒感染的动物模

型，现使用的疫苗也未有充分的动物保护力实验。

另外，疫苗接种后出现局部炎症反应，以及动物实验

出现免疫增强感染现象等。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强

现有疫苗的保护力效果及副作用强度的研究及验

证，以及加强新一代疫苗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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