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查·

贵州省安龙县!"例人狂犬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张永振 熊成龙 冯子健 王昭孝 余春 张永荣

【摘要】 目的 分析!##$年!月%日至&月"日在贵州省安龙县发生的!"例狂犬病患者，探

讨局部地区爆发性流行的因素。方法 对!"例狂犬病患者进行个案调查，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犬

脑组织中的狂犬病毒抗原。结果 在近’个月的时间内，安龙县共发生!"例狂犬病，发病率为&("!／

"#万。在!"例狂犬病患者中有!#例被犬所伤，"例为猫所伤；全部病例平均潜伏期为’)(&!天，但潜

伏期!"&天的病例有)例；!"例病例中"*例未进行正确的伤口处理，+例接种疫苗，其中仅’例为及

时接种。所有!"例没有注射抗狂犬病毒血清或人抗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在疫点周围采集的*’只

犬脑组织中，+只犬脑组织狂犬病病毒抗原为阳性，阳性率"’(’’,。结论 犬饲养量大，犬的病毒携

带率高，伤后处理不及时不规范，疫苗接种率低可能是安龙县狂犬病发病爆发性流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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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中期我国狂犬病已得到有效控

制，但"++%年后全国发病人数快速回升［"］。最近贵

州省安龙县狂犬病流行，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与

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对其流行特征及流行因素进行

了分析。

材料与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病例资料来自!##$年!月%
日至&月"日发生在贵州省安 龙 县 的 狂 犬 病 病

作者单位："#!!#)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张永振、熊成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冯子健）；贵州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昭孝、余春）；贵州省安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永荣）

例。病例的确诊主要依据动物咬伤史和临床表现。

接到狂犬病病例报告后，安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每一病例进行个案调查，国家与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进行了复核调查。周边县疫情资料由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疫情室提供。

!(实验室检测：在疫点地区捕杀犬只，取头开颅

后采集全部脑组织，P*#Q保存备用。采用间接免

疫荧光法检测犬脑组织中的狂犬病毒抗原。剪取部

分犬脑海马回组织，冷冻切片，加丙酮固定于载玻片

上，用RST及蒸馏水先后漂洗并吹干后备检。检测

中和抗体为人抗狂犬病毒血清（"U!#稀释）。该血清

取自本实验室人员进行暴露前免疫后的血清（接种

的疫苗为维尔博疫苗，深圳安万特巴斯德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惠赠），并用抗狂犬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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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武汉生联生物制剂有限公司惠赠）

进行检测。第二抗体用&’&(稀释的羊抗人#)*荧

光抗体（华美公司产品）。阳性标本用抗狂犬病毒单

克隆荧光标记抗体（武汉生物制品所徐葛林教授惠

赠）以直接免疫荧光法复核。

结 果

&+狂犬病流行概况：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的

滇、桂、黔三省结合部，隶属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现有&,个乡镇，约-&万人。在&..-年以前

有狂 犬 病 疫 情 报 告，&..-!/((0年 无 疫 情 报 告。

&..-年毗邻的册亨县仅于/((/年报告&例狂犬

病，望谟县于/((/年及/((0年分别报告1例与0
例狂犬病，兴义市无病例报告。自/((-年/月2日

至1月&日，安龙县共报告人狂犬病/&例，发病率

为1+&/／&(万，分布在,个乡镇&3个村，其中新安

镇多达.例，新桥乡1例，兴隆镇0例，钱相乡/例，

龙广镇与木咱乡各&例。

/+流行病学特征：

（&）一般特征：患者的性别、年龄及其职业分布

见表&。/&例狂犬病患者中，男性&1例，女性,例。

从患者职业分布看，有/例散居儿童和-例学生，占

/2+134，其余均为农民。

（/）受伤情况：/&例中有/(例被犬所伤，&例为

猫所伤，有/例为同一犬咬伤。其中咬伤部位在手

部与手臂的&(例，在头面部的0例，在下肢的/例，

在头面部与其他部位的1例，上、下肢均被咬伤的&
例。-例为浅痕伤，&&例为浅表伤，,例为深度伤。

在/&例病例中，伤口出血的病例共&3例，占全部病

例的2(+.14。

（0）潜伏期：/&例患者中潜伏期最长的为2.
天，最短为&(天，平均为0,+1/天，但潜伏期!&1
天的病例有,例。0例仅头面部受伤的潜伏期平均

为0/+,,天，&(例仅手部或手臂受伤的潜伏期平均

为0-+1(天，仅下肢受伤的/例患者暴露后的潜伏

期平均为1(天。-例单处浅痕伤的平均潜伏期为

-3+31天，1例单处浅表伤的平均潜伏期为/2+-(
天，,例多处浅表伤的平均潜伏期为-0+((天，/例

单处深度伤的平均潜伏期为1.+1(天。-例多处深

度伤的平均潜伏期为&,+31天。/&例病例的病程平

均-天。

（-）暴露后的预防处理：/&例狂犬病病例中，&3
例未进行正确的伤口处理，.例接种疫苗，/&例均未

注射抗狂犬病病毒血清或人抗狂犬病毒免疫球蛋

白。在接种疫苗的.例中，仅有&例在暴露后的第

11天接种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例按时接种-针

次，-例接种0针次（&例按时接种，&例在暴露后的

1(5接种，&例在/-天后接种，&例在0.天后接

种），&例在01天后接种/针次，&例在/1天后接种

&针次。

表! 贵州省安龙县/&例狂犬病患者的暴露与发病情况

患者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职业

受 伤 情 况

部位 性质 程度 出血与否

潜伏期
（6）

病程
（6）

& 男 0& 农民 手部 单一 浅痕 无 /. -
/ 男 &1 学生 头面部与胸 多处 深度 有 &- -
0 女 3 学生 头面部 单一 浅表 有 &0 0
- 男 &2 农民 手部 多处 深度 有 &( 1
1 男 &- 学生 手部 单一 浅表 有 0( 0
, 男 0( 农民 手部 单一 浅表 有 -2 ,
3 男 0- 农民 头面部 单一 浅痕 无 30 -
2 女 -/ 农民 右手拇指与右下肢 多处 浅表 有 -, 0
. 男 1- 农民 下肢 单一 浅表 有 && 1
&( 女 0& 农民 头面部 多处 浅表 有 &/ 1
&& 女 02 农民 头面部与下肢 多处 浅表 有 1/ 1
&/ 男 . 学生 头面部与躯干部 多处 深度 有 &1 -
&0 男 01 农民 手部 多处 浅表 有 0/ 1
&- 男 , 散童 头面部与手臂 多处 深度 有 /2 /
&1 男 3 散童 头面部与下肢 多处 浅表 有 ,. -
&, 男 13 农民 手臂 多处 浅表 有 -3 1
&3 女 10 农民 手部 单一 浅痕 无 1. 0
&2 男 -. 农民 手部 单一 浅痕 无 0( /
&. 女 /3 农民 下肢 单一 深度 有 2. 1
/( 男 ,( 农民 手部 单一 深度 有 0( .
/& 男 /. 农民 手部 单一 浅表 有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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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毒携带率：在疫点周围共捕犬#!只，采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及直接免疫荧光法复核，发

现$只犬脑组织狂犬病病毒抗原阳性，阳性率为

%&"!!’。

讨 论

%$$(年 后 我 国 狂 犬 病 疫 情 呈 快 速 上 升 的 趋

势［%］。贵州省狂犬病的疫情也呈上升趋势。&))!
年全 省 报 告 的 发 病 数 由%$$$年 的%*例 上 升 到

&))!年的()例。安龙县%$$+!&))!年没有病例报

告。然而，在&))+年春季不到!个月的时间内发病

&%例，疫情呈现发病率高，地理分布呈相对集中的

流行趋势。

人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个月，

但也可短至%周或长达几年［&］。被动物咬伤的部

位、伤口的严重程度，以及伤口感染病毒的量等因素

影响着潜伏期的长短。咬伤部位在头、面、颈，且伤

口严重以及病毒的侵入量大时潜伏期较短。胡家瑜

等［!］对上海市%$($!&)))年发生的%$例狂犬病病

例分析发现，咬伤头面部*例的潜伏期平均为+%
天，咬伤手指%&例的潜伏期平均为*$"+&天，咬伤足

部&例的平均潜伏期为%(#天。然而，在安龙县&%
例病例中，相应部位受伤后的潜伏期均短于胡家瑜

等调查的狂犬病病例以及朱凤才等［+］在江苏省调

查的病例。另外，&%例病例中还有一例受伤部位在

下肢，潜伏期仅%%天。如此短的潜伏期可能意味着

该地区流行的狂犬病病毒毒力很强。但由于病例较

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犬饲养量大及其带病毒率高是这次爆发性流行

的直接原因。安龙县全县约%)万户人口，#)’的家

庭养犬，养犬数量#万多只，均没有采取免疫、登记

注册等管理措施。&%例病例中由犬咬伤发病的占

$*"&+’。研究表明被疯狗咬伤后人狂犬病的发病

率为!*’!*#’［*］。在我国狂犬病的高发地区，犬

携带狂犬病毒率较高［,］。在疫点周围采集的犬脑

组织中，狂犬病病毒抗原的检出率为%&"!!’。这表

明疫点地区犬携带狂犬病病毒率较高。因此，造成

安龙县狂犬病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犬的饲养量大及其

病毒携带率高。

由于安龙县在%$$+!&))!年的%)年间无狂犬

病疫情报告，周边地区在这期间狂犬病的发病率也

较低，以及没有在野生与家养动物中开展狂犬病的

监测等，现在还不清楚造成安龙县犬狂犬病病毒携

带率高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在安龙县及其周边地

区的野生与家养动物中开展狂犬病的监测与流行病

学调查，以查清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其流行规律，采

取相应的防制措施，避免安龙县狂犬病的进一步流

行以及向周边地区扩散疫情。

及时彻底清洗伤口、接种狂犬病疫苗与抗血清

能有效预防暴露后狂犬病的发生［#］。然而，安龙县

发生的&%例狂犬病病例中，%#例未进行正确的伤

口处理，仅$例接种疫苗，所有&%例没有注射抗狂

犬病病毒血清或人免疫球蛋白。在接种疫苗的$例

中，按时接种疫苗的仅!例，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也

仅%例，而且还是在暴露后的第**天接种。因此，

受伤后的处理不及时、不规范，疫苗接种率低，严重

伤口没有接种抗血清，是造成这次爆发的另一直接

原因。在狂犬病发病率最高的印度［(］，以及国内狂

犬病的高发省份也存在类似情况［%，+，$］。如何提高

暴露后伤口的正确处理率、疫苗接种率与抗血清的

使用率也是降低我国当前狂犬病发病率的关键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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