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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施儿童风疹疫苗免疫后

风疹发病年龄变化趋势的分析

许青徐爱强 宋立志 张丽 肖作奎王常银李漫时王爱莲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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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山东省自1995年开始实施儿童风疹疫苗免疫后风疹发病年龄的变化趋势。

方法对1999—2004年通过麻疹疫情专报系统得到的风疹疫情资料以及风疹疫苗接种情况进行分

析。结果1999—2004年山东省风疹年平均报告发病率为0 59／lO万，多为暴发(占总病例数的

8l 17％)；发病主要集中在7～15岁学龄儿童(77 77％)，7岁以下发病较少(占7 93％)，发病年龄中

位数分别为10 37岁、1l 66岁、11．41岁、12 8l岁、14．28岁和13 96岁，发病高峰年龄逐年后移．成人发

病有所增加；学龄前儿童风疹疫苗基础免疫估算接种率约为60％．学龄儿童约为20％。结论风疹

发病年龄后移．将威胁育龄期妇女．增加发生先天性风疹综合征的危险性；应在继续做好儿童风疹免

疫的同时．积极开展育龄期妇女风疹抗体筛查及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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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风疹控制工作，山东省自1995年实施儿

邀风疹疫苗免疫，目前已近10年，风疹发病得到有

效控制m。为科学评价山东省实施风疹疫苗免疫后

风疹发病年龄的变化趋势，以便进一步凋整控制风

疹的策略和措施，现将1999—2004年风疹疫情资料

和风疹疫苗免疫结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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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风疹疫情包括流行病学和实验室

监测及主动搜索等资料，均来自山东省麻疹疑似病

例监测系统；人口资料来自省统计局历年公布资料；

风疹疫苗接种资料来自全省常规免疫接种率报告

系统。

2风疹免疫：自1995年开始实施儿童风疹疫苗

免疫，其免疫策略为2针免疫，初免为8～18月龄，7

岁或12岁加强l针。所用疫苗主要为国产BRD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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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风疹减毒活疫苗。疫苗接种率估算按照疫苗效力

曲线图的方法”1。

3．试验方法：风疹病例早期血清IgM抗体诊断

采用抗体捕捉ELIsA法，所用试剂盒购自有关生物

诊断试剂公司的正规产品，有效期内使用。

4．病例及暴发定义：风疹病例包括临床诊断或

经血清学检测风疹IgM抗体阳性的实验室确诊病

例以及发病与实验室确诊风疹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

的发热出疹性病例。风疹暴发的定义见参考文

献[3]。

5．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Excel 200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发病概况：1999～2004年共报告风疹病例

3203例，报告发病率O 13／lO万至1．18／10万，年平

均报告发病率为0．59／10万；发病主要以暴发为主，

暴发病例平均占报告总数的81 17％。散发风疹病

例经实验室确诊的比例高于暴发病例(表1)。

表1 山东省1999 2004年风疹报告发病率

报告
散发 暴发嘉瑟‰盖蠹甓)报告年份病例——————发病率

数病例构成比病例构成比散发暴发(／10万)
数 (％) 鼓(％) 病例病例

2．风疹病例年龄分布：

(1)年龄构成：1999—2004年，风疹病例7岁以

下年龄组较少，仅占7．93％，主要集中在学龄儿童，

即7～15岁年龄组，占总病例数的77 77％，但发病

高峰年龄有逐年后移趋势，1999—2004年高峰发病

年龄分别为10岁、10岁、11岁、12岁、13岁和14

岁；成人发病有所增加，2003年15～22岁年龄组出

现发病小高峰。1999 2004年风疹发病年龄中位

数分别为10 37岁、儿．66岁、11．41岁、12 8l岁、

14 28岁和13．96岁。

(2)年龄别发病率：1999 2004年风疹发病率

最高的年龄组均为10～14岁组，分别为0．81／10万、

1．63／10万、9 93／10万、10．24／10万、4 66／10万和

1．56／10万，平均发病率为4 92／lO万。除2004年

外，15～30岁年龄组发病率逐年增加，分别为O 06／

10万、0．20／10万、0．38／10万、1．08／10万、1．4l／10

万、O．18／10万。

(3)暴发病例年龄组构成：风疹病例多以局部暴

发为主，暴发病例主要集中在10～14岁年龄组，

2003年15～24岁组所占病例明显升高(表2)。

表2 1999—2004年山东省风疹暴发病例年龄构成(％)

3风疹病例免疫史：1999年由于未进行风疹免

疫史调查，而未获得此方面资料；2000一2004年不

同年龄组风疹免疫史调查显示：7岁以下风疹病例

中，有风疹疫苗接种史者占13．39％，而7～14岁病

例中，有风疹疫苗接种史者仅占1．93％。若风疹疫

苗效率定为90％，根据疫苗效力曲线图”o，估计山

东省学龄前儿童风疹疫苗接种率约为60％，学龄儿

童接种率则更低，约为20％。

4风疹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分析：2002年前，

风疹疫苗免疫接种率报告不全，无法统计。2002—

2004年风疹疫苗基础免疫报告接种率在96．10％～

98 66％，平均为97 63％；由麻疹基础免疫应接种人

数估算2002—2004年风疹基础免疫报告接种率在

63．28％～73．27％，平均为66 76％；由统计局人口

数估算风疹疫苗的基础免疫接种率在56 00％～

65．25％，平均为60．29％。

讨 论

风疹是由风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在我国的发病情况尚缺乏全面的资料分析，但从各

地掌握的情况来看，风疹在我国的发病非常严重，不

仅呈周期性流行，有时局部地区甚至发生大规模暴

发”‘6o。山东省自1999年开展风疹病例监测资料显

示，风疹发病具有一定严重性，且发病主要以暴发为

主。尽管报告的风疹病例中有少部分病例未经实验

室确诊而产生一定的偏性，但这些病例大部分属于

与实验室确诊风疹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的暴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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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对风疹的发病分析影响不大。

风疹最严重的危害是妇女怀孕早期感染风疹病

毒可引起胎儿发生先天性风疹综合征(CRs)，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风疹免疫的主要

目的在于预防cRs的发生。自风疹疫苗问世以来，

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预防风疹的最佳免疫策略，

目前公认的免疫策略是普及儿童免疫和育龄妇女免

疫相结合的综合性策略u一，以尽快减少风疹病毒的

传播，降低易感人群特别是育龄期妇女感染风疹的

危险性，从而预防CRs的发生。

山东省自1995年开始推广风疹疫苗并把其纳

入计划免疫管理，免疫策略是采取突击性免疫与常

规免疫相结合的策略，即首先对8月龄至14岁所有

儿童开展一次突击性接种，然后按照免疫程序对适

龄儿童进行常规接种。育龄期妇女的接种由于种种

原因，目前难以落实；而儿童常规免疫由于该疫苗属

于自费，其免疫接种率也一直较低。本次分析显示，

学龄前儿童风疹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仅在60％左

右。尽管如此，经过近10年的风疹疫苗免疫和近5

年风疹监测表明，实施儿童风疹疫苗免疫确实可以

降低风疹的发病率，客观上可以降低cRs的发生

率。但由于儿童接种率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免疫

屏障阻断风疹病毒的传播，因此风疹对育龄期妇女

的威胁仍然未减少，并且随着儿童的免疫成功，风疹

病毒将在大年龄组易感人群中循环，致使出现发病

高峰年龄后移现象，从而增加育龄期妇女患风疹的

危险性，导致cRs的增加，这一点在某些国家已经

得到验证”’“。

有研究表明，仅开展儿童风疹疫苗常规免疫，这

一措施能够保护儿童，但不能保护育龄期妇女，仅采

用这一免疫措施控制CRs需要20多年的时间”1。

降低儿童风疹发病，对减少育龄期妇女风疹病毒的

接触机会，降低cRs发生率固然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要从根本上减少cRS的发生，还需要对育龄

期妇女进行风疹疫苗接种，而这方面工作在我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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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空白。如何做好育龄期妇女风疹疫苗的接种工

作，需要社会多部门协作，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发病率资料表明，平

均1000名婴儿中有1例CRS”⋯。我国虽没有有关

cRs发生率的报道，但我国20％～37％育龄期妇女

对风疹易感“11”1，估计我国cRs的发生率较高。因

此，为控制我国cRs的发生率，有必要在借鉴国外

风疹疫苗免疫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出

我国自己的风疹疫苗免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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