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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监测点人群健康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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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三峡水库二期蓄水4年后库区人群健康状况及潜在影响冈素。方法通过

“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系统”收集i峡库区人群死亡资料、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情况以及媒介生物

监测资料等信息，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

统疾病是引起三峡库区人群死亡的主要病因，五种死冈占总死亡例数的90．94％。与水库蓄水有关的

介水传染病(甲璎肝炎、痢疾和伤寒等)及与虫媒变化有关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均处于较低发病水平。

2007年室内、户外鼠密度(3．11％和3．16％)均高于2006年，低于二期蓄水前5年的平均值。黑线姬鼠

作为肾综合征}}i血热病毒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动物，其构成比自2006年(8．16％)起持续增加。畜圈

和人房蚊密度高于2006年，但低于二期蓄水前5年的平均值。结论三峡库区蓄水后生态环境的改

变尚未对人群健康产生明显影响，应加强媒介生物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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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status and potential impact resulted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sluicing．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on deaths，prevalence

rates of infectious and endemic diseases，as well as on vector surveillance through the project entitled

‘T11ree Gorges Population Heal也Survey System’．Results The main causes of death in the population

1iving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would include：circulatory system diseases，tumors。

respiratory system diseases，inJuries／poison and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Th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the above said five kind ofdiseases accounted for 90．94％of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The prevalence

rates on Water-born diseases related to the sluicing of reservoir and zoonosis—borne disease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vect01"．s,were stilllOW．The indoor and outdoor densities of rodents were 3．11％and 3．16％．

both were higher thall that in 2006 but lower than the average numbers in the five years prior to the

sluicing．The constituent ratio of Apodemus agrarius had constantly risen since 2006．The density of

mosquitoes found in livestock barns and human household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2006 but lower than the

average number of the five-year studies prior to the sluicing．Conclusion Environment change after the

sluicing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did not seem to have obvious impact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areas．However．to strengthen the surveillance on the bi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vectors which might have rela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diseases would be highly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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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品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使人类赖以

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会影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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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健康，引发相关公共卫生问题¨。j。我国三峡

大型水利工程二期蓄水已于2003年6月1日开闸，

至2008年底，三峡库区最后一次蓄水，水位达到

175 1TI。在三峡水库成库过程中，水位、流速、气候的

变化，外出务工人员及移民的增加等均可能对人群

健康产生影响。为动态掌握库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影

响因素，进一步评价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库

区人群健康的影响，对2007年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

测数据进行了分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9年3月第30卷第3期Chin J Epidemiol，March 2009，V01．30，No．3

材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按照“乏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方

案”在湖北省宜昌市、重庆市区以及重庆市万州区

和丰都县4个库区设立人群健康监测点，各监测点

按照方案及项目合同要求从1996年始开展监测工

作，连续系统收集包括出生死亡资料、传染病监测

资料、地方病监测资料、生物媒介监测资料等信息，

并及时上报至j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信息管理系

统。本研究对2007年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并与

2004—2006年资料进行比较。疾病分类采用

ICD一10疾病分类标准。

2．统计学分析：监测资料数据使用Excel 200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死因分析：2007年三峡库区共死亡3673例，

死因顺位居前五位的疾病为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

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病；这五种死因引起的死

亡例数占总死亡例数的90．94％；男女性的前五位死

因顺位均与总体一致，各死冈引起的死亡率男性均

高于女性。不同监测点人群的死因顺位有所不同，

重庆市、丰都县死冈顺位与总体顺位一致，而万州区

以肿瘤居首位，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别居第

二、三位；宜昌市以循环系统疾病居首位、损伤中毒

居第二位、肿瘤居第三位。从构成来看，fj{f五位死因

构成总体变化不大，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损伤

中毒的构成比2006年略有增加，呼吸系统和消化系

统疾病有所下降。

2．传染病监测：

(1)总体发病情况：2007年各监测点共报告传染

病4280例，总发病率693．44／10万，死亡7例，总死亡

率1．13／10万。报告病种以乙类传染病为主(14／19)，

发病率为463．53／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

229．90／10万，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居前五位的

乙类传染病病种及位次：肺结核跃居第一位(1 85．84／

10万)，其他依次为病毒性肝炎(175．95／10万)、麻疹

(30．78／10万)、痢疾(29．65／10万)、淋病(21．71／10万)。

从疾病构成看，呼吸道疾病与血液及性传播疾病构

成有所上升，消化道疾病构成下降，与蓄水有关的虫

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构成变化不明显。

(2)疾病三间分布：所有监测点各月均有传染病

发生，乙类传染病除12月报告发病数较低(肺结核

报告病例较少所致)外，其余各月报告病例数波动不

大。丙类传染病在8—9月和11月呈现2个小高峰

(图1)。各监测点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以丰都县最高

(824．48／10万)。宜昌市最低(338．12／10万)；丙类传

染病发病率以丰都县最高(511．20／10万)，万州区最

低(114．90／10万)。乙类传染病以0～1岁组发病率

较高，其他年龄组无明显变化；丙类传染病有2个高

发年龄组，为0．1岁组和10～15岁组，其中0一l岁

组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较多，lO～15岁组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病例较多。乙类传染病中农民、学生和家

务待业病例数居前三位，丙类传染病以散居儿童、学

生和幼托儿童病例数居前i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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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2007年监测点法定乙、丙类传染病各月发病例数

3．地方病监测：

(1)甲状腺肿大率及碘盐食用率：在万州、丰都、

重庆、宜昌地区采用触诊法在8～12岁儿童中开展碘

缺乏病抽样调查，甲状腺肿大率为9．99％(95％Ch

8．1～11．9)，各监测点甲状腺肿大率依次为15．00％、

10．00％、8．81％和1．87％。监测点碘盐覆盖率为

98．1l％(95％CI：97．46—98．76)，碘盐合格率为

95．12％(95％C1：94．09～96．15)，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93．32％(95％c，：92．12～94．51)。

(2)地方性氟中毒：在奉节县开展了地氟病监

测，阳性率达50．53％(95％CI：44．71～56．35)。

4．生物媒介监测：

(1)鼠种及鼠密度监测：2007年监测点室内、户

外鼠密度分别为3．11％和3．16％，秋季室内、户外鼠

密度高于春季；春季户外鼠密度(2．54％)低于室内

(2．73％)；秋季户外鼠密度(3．86％)高于室内

(3．63％)。室内、户外鼠密度均以受蓄水影响较大

的丰都点最高、影响最小的重庆点最低。户外鼠种

仍以食虫目小兽(主要为短尾趵)为优势鼠种，占

48．47％，其次为黑线姬鼠(18．40％)；宜昌监测点以

黑线姬鼠最多。室内鼠种以褐家鼠为优势鼠种，其

次为小家鼠，但丰都监测点以黄胸鼠、褐家鼠为主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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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鼠类携带病原体检测：各监测点收集鼠肺标

本290份，进行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检测，阳性榆出

率为3．79％，重庆、丰都、万州监测点检出率分别为

2．70％、2．82％、7．04％。收集鼠肾标本353份进行钩

端螺旋体感染情况检测，宜昌监测点检出l份阳性，

阳性率为0．28％。

(3)蚊虫密度及蚊种监测：2007年监测点成蚊密

度畜圈高于人房，畜圈、人房的成蚊密度按每人工每

小时计算(下同)，分别为137．38只／问和45．82只／

间。人房、畜圈蚊密度均以万州监测点最高，人房监

测以重庆点次之，畜圈监测以丰都点次之。5—9月

人房和畜圈成蚊密度按旬变化趋势基本是由库区前

部到后部出现高峰(表2、3)。人房与畜圈均以骚扰

阿蚊居多(表4)，分别占总捕蚊数的77．49％和

75．26％，人房致倦库蚊次之，占8．76％；畜圈中华按

蚊次之，占8．28％。

讨 论

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

统疾病是构成三峡库区人群死亡的主要病因。2007

年与2004--2006年前五位死因顺位基本一致(2005

年第五位死因由消化系统疾病变为诊断不明疾病)，

表1 2007年4月、9月事内及户外鼠形动物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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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发生变化；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率较

2004--2006年有所下降，循环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

率低于2005年，高于2004和2006年；消化系统疾病

引起的死亡率高于2006年，低于2004--2005年；其

余两种死因引起的死亡率均以2007年最高。2007

年加强了对死亡监测的培训，使对死冈的判断更加

准确，监测数据可靠。

2007年乙、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与2006年相

比分别上升2．80％和23．45％；报告死亡病例数增加

3例。乙类传染病宜昌和重庆监测点发病率分别上

升34．16％和13．52％，万州和丰都监测点分别下降

8．40％和2．66％。丙类传染病各监测点发病率较

2006年均上升，宜昌、重庆、万州、丰都监测点分别上

升155．36％、38．94％、17．74％和2．5l％。与水库蓄水

有关的介水传染病(甲型肝炎、痢疾和伤寒)以及虫

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处于较低发病水平。

碘缺乏病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峡库区仍属于

轻度流行区。虽然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

盐食用率与2004--2006年相比均有所上升，甲状腺

肿大率较2004年(11．75％)和2005年(12．16％)同期

调查结果相比有所下降，但较2006年同期涮查结果

(9．80％)略有上升；提示应进一步加强碘缺乏病监

测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减少库区人群碘缺乏病的发

生与流行。在重庆市奉节县开展的地氟病监测与

2004年调查结果50．55％(184／364)相近。

三峡工程蓄水4年后，鼠形动物及蚊虫密度普

遍偏低。2007年室内和户外鼠密度均高于2006年

(2．17％和1．91％)，低于二期蓄水前5年的平均值

(3．94％和4．22％)，与蓄水前库底清理进行大面积灭

鼠有关。室内优势鼠种褐家鼠、户外优势鼠种食虫

目小兽的构成，较2006年的61．45％、67．35％明显降

低，与室内黄胸鼠增多、户外黑线姬鼠增多密切相

关。黑线姬鼠作为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和钩端螺旋

体的宿主动物，其构成比自2006年(8．16％)起持续

增高，已跃居第二位；黄胸鼠是南方家鼠鼠疫的贮存

宿主，应给予关注。

2007年畜圈、人房蚊虫密度均高于2006年，低

于二期蓄水前5年平均值(198．57只／间和63．97只／

间)，除重庆外，其余各监测点2007年人房、畜圈蚊

密度较2006年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以万州监测点上

升幅度最大。蚊种构成与2006年比较，人房、畜圈

中骚扰阿蚊比例上升，其他蚊种所占比例均有所下

降。三峡库区中部以骚扰阿蚊为主，库区前部和后

部以致倦库蚊、淡色库蚊、中华按蚊相对较多；作为

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播媒介的中华按蚊有一

定的数量分布，在库区后部重庆段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在库区中部丰都段上升明显，其数量动态变化的

公共卫生意义不容忽视。

截至目前，三峡大型水利工程兴建对库区人群

健康尚未造成影响，这与我国在建设三峡水库同时

启动疾病监测工作，并在蓄水前进行库底清理等措

施有关。由于库水蒸发量大，气候湿润，并会产生较

大面积“消落带”，是媒介生物等孳生场所，仍需继续

加强综合监测下作，关注疾病发病趋势变化，及时发

布疾病流行和影响冈素的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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