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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猪链球菌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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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链球菌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原菌，呈世界性分布，其中

以北欧和东南亚地区最为突出。自20世纪50年代人们首

次发现猪链球菌以来，世界各地均发生因感染猪链球菌而导

致大量猪死亡的报道，特别是在养猪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如荷兰和英国。因此，该病严重影响了各国养猪业的发

展。直到1968年，Perch等n1在丹麦首次报道了猪链球菌感

染人的病例之后，相继又在欧洲、亚洲、澳大利亚、拉丁美洲

等部分国家发现猪链球菌感染人的病例。统计数字表明，截

止1989年，世界发生人一猪链球菌感染引发的脑膜炎病例共

108例怛j。近几年来，人．猪链球菌感染病例明显上升。

我国也是受猪链球菌威胁较大的国家之一，吴硕显

(1949)于上海郊区首次发现猪感染链球菌的散发案例，20世

纪70年代猪的发病率增加，80年代后期更趋严重，在许多地

方暴发或呈地方性流行，迄今已有13个省(市、自治区)报道

了猪感染链球菌的案例，并在华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造成

大面积的流行，给我国的养猪业造成重大损失¨1。1984年

底，内蒙古乌海市某矿发生一起由接触污染生猪肉引起的以

手、臂局部皮肤为主的化脓性感染暴发，其病原为化脓性链

球菌。1992年，新疆托里县某连官兵，食用了一头自养的病

仔猪肉及内脏后，导致集体食物中毒，后证实为链球菌所

致Hj。人感染猪链球菌引起的败血症病例是由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董德平等"o于1998年正式报道，之后在广西、重庆、

成都、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地区相继发生散发和局部病

例哺。1“，其中以1998年7—8月江苏省南通市和2005年7—8

月四川省资阳市等地暴发的人．猪链球菌感染最为严重，感

染病例分别为25例和204例，死亡病例分别为14例和38

例11“。香港从1984年开始就有猪链球菌感染人的病例报

道，1984一】993年期间香港共有25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的病

例。1“。目前呈现上升趋势，如经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和香港

医管局的回顾性调查2003年7月至2005年7月发生18例，

2005年l 7月份报道的病例就有9例；与香港相比，台湾则

较少，到2005年只发生3例脑膜炎型病例¨“。广东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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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8月，共发现4例散发人感染猪链球菌的个案。

一、猪链球菌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1．传染源：猪链球菌病主要是由携带强致病力链球菌的

猪类传播的一种人兽共患疾病。病死猪和带菌猪是本病的

主要传染源。

(1)病(死)猪：病猪(包括野猪)是人猪链球菌病的重要

传染源，77％的病猪携带有链球菌‘1“。病猪的分泌物、呕吐

物和排泄物中也含有大量的病菌，中度和重度病猪由于频繁

的呕吐，很容易造成周围环境和自身体表毛发的污染；死猪

的肌肉和内脏，如肝、肺和肾等，也含有大量的病原菌‘15‘“1。

1998年江苏省在猪群暴发猪链球菌病期间有25人感染发病

并有14人死亡，这些病例均为病猪处理工人或接触过病猪

肉的人群旧o。由于死猪仍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在一些经济

不发达的地区，很多饲养者不愿将其丢弃、焚烧或掩埋，而是

将其屠杀。人们容易在加工、运输和销售过程中造成感染，

因而病(死)猪成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的最重要的传染源。

(2)带菌猪(包括野猪)：指无临床表现但鼻腔、口腔、扁

桃体和排泄物中能检测出致病链球菌的猪，包括潜伏期带菌

猪和健康带菌猪¨“。2001年，西班牙报道了屠夫和屠宰场

工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2003年，一名在猪肉加工厂工

作的45岁日本男子和一名58岁男性猪饲养员，因感染猪链

球菌而引发脑膜炎疾病¨“2⋯。德国曾报道有一名54岁的猎

人由于猎杀野猪而导致猪链球菌2型的感染。2“。①潜伏期

带菌猪：猪链球菌病的潜伏期一般为1 3 d，长的可达6 d以

上。但其长短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菌株的毒力、猪群的抵抗

力、猪日龄大小、营养状况、饲养管理情况、环境卫生及应激

因素等。在对四川省暴发的180例病例调查中，最短的潜伏

期只有3．5 h，最长的达9 d，中位数2 d-2⋯。在潜伏期，猪链球

菌大量繁殖，人与之密切接触也易引起感染。②健康带菌

猪：猪链球菌寄生在健康猪的鼻腔和扁桃体内，而不表现出

临床症状，因此猪链球菌可以从健康猪的上呼吸道、鼻腔、腭

扁桃体中分离到。细菌由健康的成年猪携带传播到幼猪，一

代代向下延续。在既往有脑膜炎病史的猪群中，2型携带率

达20％～90％，部分猪群达100％，而既往健康猪中，2型携

带率为1．5％～20％旧⋯。因此认为，健康猪是病原菌延续和

繁殖的温床，是其不问断向外传播病原菌的加工厂，是传染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猪链球菌病传播途径：经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是人

感染猪链球菌的最主要方式。人们在屠宰、加工、运输、狩猎

和饲养过程中，与宿主动物及其排泄物(尿、粪)、分泌物(唾

液)密切接触时，致病菌经破损皮肤和黏膜侵入人体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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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大量的临床病例表明，感染者大部分都有与猪和野猪

密切接触史，很多患者都有皮肤黏膜的损伤。1998年江苏省

在猪群暴发猪链球菌病期间有25例感染，其中7例(占

28％)有明屁手部皮肤损伤史‘9’；四川省猪链球菌病暴发的

病例中有51％的患者暴露时有皮肤破损⋯1；对来自欧洲的

32例病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35．2％的病例有皮肤损伤n⋯。

此外，有实验研究进一步证明，给健康猪肌肉注射病原菌可

引发猪链球菌感染的相同临床症状∽’。

经口传播是感染猪链球菌的另一种方式。1992年，新疆

托里县某连官兵，食用了一头自养的病仔猪肉及内脏后，导

致了以胃肠道症状为主的集体食物中毒，经证实为链球菌所

致。经口传播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感染者吃了未完

全煮熟的病猪肉或内脏而感染；二是厨具交叉污染，即在刚

刚切过生猪肉的菜板上制作凉拌菜。研究显示，将2型链球

菌接种在空肠的附近，在对接种猪进行应激诱导72 h后进行

病原学检测，从其中3头猪的淋巴结和有受累的脏器中重新

分离到了相应的菌株旧⋯。从而证明经口传播是感染猪链的

又一重要方式，肠道可能是细菌入侵的窗户。

此外，经呼吸道传播和垂直传播是猪与猪之间传播的两

种主要方式。用间接荧光抗体检测方法，从猪的阴道和子宫

中均检出1型和2型链球菌，母猪可以通过产道将病原体传

播给猪崽，但不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呤“。尚未有证据表明

人可以通过此途径被传染，也未发现猪链球菌能通过完整的

皮肤感染人的证据。

3．人群易感性：不同性别、年龄和种族的人群对猪链球

菌普遍易感。在亚洲，感染者最小1月龄，最大84岁¨⋯。男

性感染者比女性多。有研究表明，在养猪场工作的工人，有

亚临床感染和血清抗体阳性者达28％，但这种抗体持续的时

间是非常短暂的，并对再次感染缺乏保护性旧“。对人来说，

猪链球菌为异种病原体，所以人群对猪链球菌普遍缺乏免疫

力，一旦该病原体发生跨物种传播，很容易引发疾病。从事

猪养殖业、屠宰业和相关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业的人群为高

危险人群，凡从事该行业者，在生产过程中要提高防范意识，

减低感染风险。

二、猪链球菌病流行规律及其特征

1．地区分布：猪链球菌呈世界性分布，至今，人一猪链球

菌感染主要分布在北欧和东南亚。这种地区性分布的差异

主要取决于致病菌毒力分布的差异，不同毒力的致病菌所引

发的疾病也有差异，也与养殖业等生活习惯有关。

猪链球菌共有35个廊清型，尽管所有血清型都能致病，

能感染人的致病菌血清型主要包括1／2、1、2、7、9和14型6

种类型，但血清2型是从病猪和患者中分离最多的一种致病

菌[26，2⋯。不同的血清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不一样，如

法国，在病猪身上分离到的70％的血清型是2型，而且它也

是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常见的一型。相比较而言，9型在比利

时和荷兰及以前在澳大利亚最为常见，而1、2和14型在英

国是普遍的。血清型的流行也会发生暂时性的变化，在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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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过去7年里，从患病动物体中分离得到的2型菌株从

22％下降到15％。同样在英国，尽管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

血清14型的重要性从1990年到现在也逐渐下降。2⋯。从我

国近几年感染的病例来看，2型是我国的主要致病菌，引起四

川省大暴发的血清型也是2型。2⋯。

2．时间分布：该病在各国的流行季节与当地的自然条件

(如气温、湿度等)密切相关。在我国，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

以5—10月份发生较多，其中以夏季更为突出。如1998年江

苏省暴发的疫情，在猪群发生时间为7月下旬至8月下旬；在

人群中首例发生时间为7月20日”⋯；末例发生时间为8月8

日，此期间为当地高温季节。同样在2005年四川省暴发的疫

情中，首发病例发生在6月24日，末例发生在8月4日¨“。

3．人群分布：

(1)年龄分布：各年龄组普遍易感，但与能接触猪的当地

人口年龄构成相关。从病例调查来看，25～75岁为高发年龄

段。如江苏省1998年25例猪链球菌感染病例中，30～39岁

组3例，40～49岁组8例，50～59岁组8例，60～69岁组4

例，70～岁组2例，发病年龄29～75岁旧J。同样在2005年四

川省猪链球菌暴发的204例中，发病年龄26～82岁，发病年

龄中位数为54岁¨“。发病最多的为50～60岁年龄组，这与

当地处理病(死)猪者都为50～60岁年龄组的构成有关，与其

他国家报道的病例相似。

(2)性别分布：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这主要与男性

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密切。如江苏省25例猪链球菌感染病例

中，全部为男性¨⋯。在四川猪链球菌暴发的病例中也是以

男性为主，204例中有172例为男性，占总病例的84％[1“。

(3)职业分布：不同职业的发病率在该病中差别显著，感

染者主要是农民、屠宰场和猪养殖厂工人。在西方国家，有

人把猪链球菌感染称作为一种职业病，由此可见，该病与职

业关系非常密切。在荷兰，与猪或猪肉密切接触的人员(如

屠宰场的工人及猪饲养员)感染率为3．O／100万，较一般人

群感染的机率高1500倍‘3⋯。在新西兰，RobertSon和

Blackmore‘2纠用ELISA方法检测四种职业人群的2型链球菌

抗体发现，兽医学生无阳性，牛奶场主阳性率为9％，肉类检

查员阳性率为10％，养猪场工人阳性率为21％。由此可见，

猪链球菌2型在职业中的分布差异很大。在我国，农民不仅

有自己家的猪圈，还参与猪的屠宰和运输，尤其是私宰病

(死)猪的“高危”人群，因此感染者中绝大部分是农民。

(4)流行形式：猪链球菌病的流行形式主要有两种：①散

发：即在较长时间内(如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只有少数病例

散在发生，这是猪链球菌病在世界流行的主要形式；临床特

征以脑膜炎型为主的表现形式。②暴发：即在一个地区短期

内发生大量病例，临床特征以败血症型为主的表现形式。猪

链球菌病暴发极为罕见，到目前为止有报道的暴发只有两

起，且均发生在我国。从发生的两起暴发疫情来看，人．猪链

球菌病的暴发有其重要特点旧’“’3“：①暴发或聚集性病例大

都发生在气温较高的月份，且以夏季最多；②猪感染在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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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后，猪疫情重的地区，感染的人数也多；③该病具有起

病急，病程短，病死率高等特点；④几乎所有病例均有与病死

猪接触史，特别是宰杀病猪史，多数人体表有显性或隐性外

伤；病例之间没有明显的接触史，没有二代病例发生；⑤从

病例和病猪中分离到的病原菌血清型一致；⑥采取禁止宰杀

病死猪等综合措施之后，人群疫情迅速下降；⑦无家庭聚集

性，常常为一户1例或一村1例，呈连村式或跳跃式分布。

三、流行因素分析

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我国猪链球菌病流行过程中均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因素方面，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

习惯、政府生猪屠宰制度等都会对本病的发生与流行起到关

键作用。如在我国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低下，农

民不舍得丢弃病猪，一般习惯于自己屠宰后，或送左邻右舍，

或上市销售处理甚至走村叫卖。屠宰生猪的废水和残渣随

地抛弃致使场地或周围环境被污染，所有这些都是本病的主

要流行因素，也是疫情难控制的原因之一。在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政府对生猪集中定点屠宰制

度管理严格，加上群众卫生意识好，对本病的流行会起到抑

制作用。

猪饲养密度过大、混群、猪不圈养、运输迁移、免疫接种、

饲料品质低劣等都会促进本病的流行。除此，传播媒介在猪

链球菌病的传播中也起到重要作用。据Enr波ht等‘3纠报道，

苍蝇可携带猪链球菌达2—5 d，作为污染源达4 d之久，可在

不同的猪场之间传播。不仅如此，防疫力度不够，对病猪疫

情报告制度执行不力，以及对病猪疫情防范的教育宣传不

够，加之农民卫生知识水平低，自我保健意识淡漠等均可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本病的流行强度。

在自然因素方面，目前认为动物疫情的发生与当地养殖

场地卫生条件差、固舍通风不良、阴暗潮湿有关。高温高湿

气候是本病在动物中的重要流行因素。此外，猪链球菌2型

自身毒力的改变可能是引起暴发的根本原因，但仍待进一步

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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