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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监测点1997--2008年主要蚊媒
传染病监测资料分析

李培龙张静汪新丽杨小兵毛德强 贺圆圆 汪诚信杨维中

【摘要】 目的了解1997--2008年j峡库区主要蚊媒传染病乙型脑炎(乙脑)和疟疾的流行

特征及蚊媒生物的密度季节消长变化情况。方法收集1997--2008年“i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

系统”监测点乙脑、疟疾和蚊媒生物的监测资料及同期气象资料，采用Poisson回归模型和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1997--2008年三峡库区乙脑和疟疾发病率均呈下降趋势，乙脑

年均发病率为0．61／!O万一1．76／10万，疟疾年均发病率为O．79／10万一0．19／10万。2003年三峡水库

蓄水后人房和畜罔蚊密度均低于蓄水前密度，经统计学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人房和

畜圈蚊密度与月均气温旱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8l和0．355；乙脑和疟疾合计月发病例数与

人房和畜圈月均成蚊密度分别呈lE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o．340和0．328。结论1997--2008年

三峡库区乙脑和疟疾发病率及蚊类密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三峡库区；蚊媒传染病；流行特征

Study on the eharactedsfics of major mosquito-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rom 1997 to 2008ⅣPei-lon91，ZHANG Jing‘，黝／vG Xin-li2，YANG Xiao-bingj。

MA0 De-qian92，HE Yuan-yuan3，翮ⅣG Cheng-xinl。翻ⅣG Wei-zhon91．1吼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qing 1 00050，China；2 Chongqing Center’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3 Yich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YANG Wei-zhong，Email：yangwz@chinacde．cn；ZHA^G Jing。Email：
zhangjing@chinacdc．ca
This work was suppoaed by agrant from the State Council 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

(N0．SX2001一013)

【Abstract】 Objecf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of mosquito and major mosquito—borne

diseases(including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and malaria)were analyzed in the me Gorges

Reservoir Area厅om 1 997 to 2008．Methods Information on surveillance data related to

mosquito．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on mosquito density and category．from l 997 to 2008 was

collected from Health Surveillance System in me Gorges Reservoir Area．Data regarding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construction of me Gorges Reservoir was also collected．Pearson and

Poisson models were used．Results From l 997 to 2008．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tea．the

inIcidence rates of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and malaria were decreasing．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shown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mosquito density as well with temperature with COCfficient as

O．28l and 0．355 respectively．Correlations of mosquito—borne diseases with indoor and outdoor

mosquito density were positive．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0．340 and 0．32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seemed lack of evidence to prove that negative influences had occurred on the

incidence of mosquito．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or the mosquito density after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water storage came into being in 2003，however，long—time surveillance program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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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钡lJ·

传染病，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疟疾等。有关

研究证明⋯，气温、湿度与蚊虫密度有一定的正相关

关系，其中气温对蚊密度的影响远较湿度影响大，两

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三峡库区属中哑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适合蚊媒传染病媒介生物生长繁殖，当三

峡水库正常蓄水时，水库面积将达到l 084 km2，这种

局部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蚊媒生物分布及蚊媒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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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病可能会产生影响，为此本研究对监测资料进

行分析。

材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收集1997--2008年“三峡工程生

态与环境监测系统人群健康监测子系统”在湖北省

宜昌市、重庆市区、重庆市万州区和丰都县4个监测

点历年监测的乙脑、疟疾发病数据及蚊类监测数

据。三峡水库建设概况资料来自国务院三峡工程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网站(http：／／www．39．gov．e11)。

1997--2007年三峡库区气象资料来自重庆市和宜昌

市气象局。气象指标包括重庆市、宜昌市的月平均

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降雨量、平均日照时间等。

2．统计学分析：监测资料数据整理分析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00、SPSS 13．0和SAS 8．1统计软

件完成。

结 果

1．主要蚊媒传染病发病情况：

(1)乙脑发病特点：1997--2008年三峡库区共

报告乙脑病例66例，年发病率波动在O．61／10万至

1．76／10万之间，年平均发病率为1．04／10万。12年来

乙脑发病有2个高峰，分别是2001年和2006年，发

病率分别为1．76／10万和1．63／10万。2003年发病率

最低为0．61／10万。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后6

年，乙脑年均发病率为0．91／10万，低于1997--2002

年蓄水前6年平均发病率1．18／10万，经Poisson回归

模型分析，蓄水后乙脑发病与蓄水前乙脑发病比较

的相对危险度(艘=0．833，95％C，：0．513—1．353)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见表l。1997—2008

年三峡库区乙脑发病有明显季节性，发病多集中在

7—9月。病例年龄主要分布在15岁以下年龄组，以

散居儿童、幼托儿童和学生为主。

(2)疟疾发病特点：1997—2008年三峡库区共

报告疟疾病例12例，年发病率波动在o．79／10万～

0．19／10万之间，年平均发病率为0．19／10万。12年来

疟疾发病有3个高峰，分别是1997、1999和2007年；

发病率分别为0．79／10万、0．39／10万和0．32／10万。

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后6年疟疾年均发病率

为0．06／10万，低于1997--2002年蓄水前6年的年均

发病率0．33／10万，经Poisson回归模型分析，蓄水后

疟疾发病与蓄水前疟疾发病比较的相对危险度

(RR=O．200，95％C1：0．044～0．91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O．05)。见表l。1997—2008年三峡库区疟

疾发病季节性不明显，全年均有病例报告。疟疾发

病主要集中在30。44岁年龄组，职业以农民为主。

表1 1997--2008年i峡库氏蓄水前后乙脑、

疟疾发病率(／lO万)

2．蚊类密度种群监测：

(1)种群构成：1997年5月至2008年9月在三峡

库区监测点共捕获蚊类268 664只，分布在3个属共

5种。分别为库蚊属的三带喙库蚊、淡色库蚊、致倦

库蚊；按蚊属的中华按蚊；阿蚊属的骚扰阿蚊。不同

柄息场所蚊种构成，人房以骚扰阿蚊构成比最高，其

他蚊种构成排序依次为致倦库蚊、淡色库蚊、中华按

蚊和三带喙库蚊。畜圈中以骚扰阿蚊构成比最高，

其他蚊种构成依次为中华按蚊、致倦库蚊、淡色库蚊

和三带喙库蚊(图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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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华按蚊 囱骚扰阿蚊 一其他

(2)蚊类密度、季节消长：1997--2008年三峡库

区人房蚊密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1998年最高为

81．16只／(间·人工小时)，2006年最低为31．02只／

(间·人工小时)(图3)。2003—2008年i峡水库蓄

水后6年人房年均蚊密度为37．54只／(间·人工小

时)，低于1998—2002年三峡水库蓄水前6年的年

均蚊密度55．68只／(间·人工小时)。经统计学检验，

蓄水前后人房蚊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94，

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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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7--2008年三峡库区监测点人房、畜圈蚊密度

1997—2008年三峡库区畜圈蚊密度总体趋势

较平稳，其中1997年最高227．84只／(间·人工小

时)，2006年最低102．66只／(间·人工小时)(图3)。

蓄水后6年畜网年均蚊密度为128．67只／(间·人工

小时)，低于蓄水前6年的年均蚊密度186．13只／

(间·人工小时)。经统计学检验，蓄水前后畜罔蚊

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55，P<O．05)。

1997--2008年三峡库区蚊类季节消长情况基本一

致，成蚊密度在5月夏初季节相对较低，6、7月呈上

升趋势，8月达到高峰，9月开始呈下降趋势。

3．蚊媒传染病与蚊密度、气象参数的相互关系：

(1)蚊密度与气象参数的相关分析：将1997—

2007年三峡库区人房和畜罔蚊密度与月平均气温、

相对湿度、降雨量、日照时数合计4个气象指标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房和畜圈蚊密度与月

均气温有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281和0．355；

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人房和畜圈

蚊密度与其他3个气象指标相关性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尸>0．05)(表2)。

表2 1997--2007年三峡库区人房和畜圈蚊密度
与气象参数相关分析

(2)蚊媒传染病与蚊密度相关分析：将i峡库区

1997—2007年历年主要蚊媒传染病乙脑和疟疾月

发病数与人房和畜圈月平均蚊密度分别用Pearson

相关方法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乙脑和疟疾月发病数

与人房月均蚊密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40，经

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与畜圈

月均蚊密度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2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5)。见表3。

表3 1997--2007年三峡库区乙脑和疟疾月发病数
与蚊类密度相笑分析(r)

注：4 P<O．05；‘P<O．01

讨 论

1997—2008年三峡库区监测点乙脑年均发病

率为1．04／10万，高于疟疾年均发病率0．19／10万。

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后6年乙脑和疟疾年均

发病率分别为1．18／10万和0．33／10万，均低于

1997—2002年蓄水前6年乙脑和疟疾年均发病率

0．91／10万和0．06／10万。这与近年来三峡库区医疗

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乙脑疫苗的普及使用有一定关

系。乙脑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发病高峰集中在

7—9月，这3个月发病数占全年病例数的98．48％

(65／66)；疟疾发病季节性不明显，全年均有病例报

告。蚊类作为蚊媒传染病的传播宿主，其孳生繁殖

受到季节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蚊媒传染

病的季节性流行。

1997--2008年三峡库区监测点人房和畜圈蚊

密度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库区2002、200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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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几次大规模的库底卫生清理工作有关；但库

区蓄水至175 m后，水库实行“冬储夏陆”的运行模

式，在夏季将形成干支流的大面积的消落带，可能会

形成媒介生物孳生的新场所，而且中华按蚊、三带喙

库蚊作为疟疾和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心]，在i峡库

区监测点的人房和畜罔中均有分布，因此仍需继续

加强蚊媒生物监测。

1997—2007年三峡库区人房和畜圈蚊密度与

月均气温均有正相关性，提示人房和畜圈蚊密度可

能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升高。与有关研究～致+3]，

气温对蚊密度的影响较大，两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即气温越高，蚊密度也会相应增加。相关分析表明，

1997--2007年三峡库区主要蚊媒传染病月发病数

与人房和畜罔蚊密度均呈正相关，蚊媒传染病发病

高峰集中在7—9月，库区成蚊密度在6—7月达到高

峰，蚊媒传染病的发病高峰出现在蚊类密度高峰后

的1个月，温度升高，除加快了媒介昆虫的生长繁殖

外，也使昆虫体内病原体的致病力增强“’；人群穿衣

裸露方便了蚊虫叮咬，促进了蚊媒传染病的传播和

流行。

总之，随着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局部气候产

生影响．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蚊媒传染病的宿主蚊

媒生物，由于环境因素对媒介生物的影响具有其长

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应长期开展i峡库区蚊媒生

物监测工作，以便及时识别蚊媒传染病流行的潜在

危险和发布预警信息，为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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