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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农牧地区2007--2009年莫氏
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恙虫病
东方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张颖 张之伦 阴杰莹 吕杰 禹惠兰 梁长威王誓闻 赵景波张丽娟

【摘要】 目的分析天津市农牧地区高危人群蚤传及螨传立克次体病流行趋势。方法

2007--2009年，利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以农户为单位随机调查天津地区直属的8个区(县)

从事农牧业的人群，并现场采集886份血液标本，采用微量间接免疫荧光检测人群莫氏立克次体、

横赛巴尔通体及恙虫病东方体特异IgG抗体，并分析比较不同年份、地区、性别及年龄组人群抗体

阳性率变化趋势。结果3种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莫氏立克次体阳性率变

化范围为5．O％～58．2％；横赛巴尔通体为2．6％～14．5％；恙虫病东方体为1．8％。39．8％。3种病原

体阳性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天津市东南部及中部近海低海拔地区。结论天津地区农牧人

群普遍存在蚤传及螨传立克次体感染。并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关键词】莫氏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恙虫病东方体；血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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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ero—epidemiolo百cal status regarding Rickettsia(尼)

typhi．Bartonella(最)henselae and Orientia(o．)tsutsugamushi in farmers from rural areas of Tianjin．

Methods Field epidcmiological surveys were performed in 8 districts(county)of Tianjin city from

2007 t0 2009．886 farmers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and their seNlln samples collected to detect the

specific antibodies of&typhi．B．henselae and O．tsutsugamus瓴by micro．indirect immunoflorescence

(IFA)．Results The total antibody positive rates of足typhi increased from 5．0％tO 58．2％

while且heaselae had all increase from 2．6％to 14．5％and 0．tsutsugamushi increased from 1．8％

to 39．8％．Geographic distribution showed that farmers living in the centraI and southeast area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Conclusion Infections of bom兄typhi．且henselae and

0．tsutsugamushi in farmers from Tianjin areas were popular and the antibody positive rates of／L typhi，

丑henselae and 0．tsutsugamushi had all annual increase．

【Key words】R／cketts／a typhi；BartoneUa henselae；Orient／a tsutsugamush／；Sero-epidemiological

survey

近年来，天津市各区(县)医疗单位普遍反映感

染科在春、夏季节农牧民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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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加。2006年对天津市直属的汉沽、大港、西青、津

南、塘沽、宁河、北辰、东丽8个区(县)的监测数据显

示，塘沽区鼠蚤传播相关的莫氏立克次体[Rickettsia

(兄)typhi]及横赛巴尔通体[Bartonell口(B．)

henselae]在人群中的血清抗体阳性率均高于其他立

克次体，分别为18．75％及22．92％。推测与该地区

鼠密度高密切相关。为此本研究于2007--2009年

对天津市8个区(县)进行立克次体病高危人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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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动态观察，对螨传立克次一恙虫病东方体

[Orientia(O．)如吣u班m珊舷]进行人群血清流行病学

监测。

材料与方法

1．调查对象：2007--2009年的7—9月，共调查

北辰、大港、东丽、汉沽、宁河、塘沽、武清、蓟县共8

个区(县)，调查对象主要为从事农业及畜牧业等的

高危人群。同2006年一样，将监测点全部从业人

员均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如

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史、家畜饲养状况、野外作业

史以及近期发热、虫媒叮咬史等。现场采集调查对

象3 ml静脉血，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分离

血清，一20℃保存后送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检测。

2．检验方法：采用微量间接免疫荧光(IFA)

(WHO推荐的金标准方法)检测兄f印舷、最knselae

及0．tsutsugamushi血清IgG抗体，此法灵敏度明显

高于传统的补体结合实验，因使用特异菌体抗原，

特异性明显高于外斐氏反应。兄抑肮、B．henselae

菌株为WHO立克次体协作中心(法国马赛)提供，

0．tsutsugamushi Karp型由福建省CDC提供，上述菌

株通过L929细胞培养纯化制备检测抗原片。阳性

对照为上述标准菌株免疫家兔制备。检测程序：以

3％脱脂奶粉的PBS溶液倍比稀释标本至临界

值一IgG(1：80)，取20¨l稀释血清加入抗原片孔，置

湿盒内37℃孵育1 h后冲洗，干燥后加入相应荧光

标记的抗人IgG抗体，再置抗原片于湿盒内37℃l

h后冲洗，滴加甘油后镜检。以阳性对照为参比，每

视野中发绿色荧光菌体数量占阳性对照的1／4为阳

性(+)。随机抽取10％阳性标本分别进行外斐

OXl9和OXK抗原实验，以佐证其特异性。

3．统计学方法：使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SAS 9．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f检验确定组间阳

性率差异，P<0．05为判断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的

标准。

结 果

1．基线资料：本研究共调查天津市8个区(县)

886例农业及畜牧业人群，其中2007年调查381例，

2008年256例及2009年249例。男性477例(占

53．8％)，女性409例(46．2％)。年龄10～78岁，平均

(41．8±10．6)岁。63．9％的研究对象为牲畜饲养员，

29．3％为农民，4．7％为挤奶工和清洁工，1．9％为散户

儿童。所有调查对象均与牲口密切接触。3年共采

集886份血清标本。

2．立克次体检出率：

(1)2007年调查的381份标本中，莫氏立克次体

血清IgG抗体总阳性率为5．o％，略高于2006年的检

出率(4．1％)⋯。横赛巴尔通体检出率(2．6％)明显低

于2006年(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Fisher检验)。恙虫病东方体Karp型检出率为

1．8％。各年龄组别及性别之间抗体检出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1)。

表1 2007年天津市各调查点3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合计 381 19 5．0 7 1．8 10 2．6

注：。P<0．01，6P<O．05，均为Fisher检验；兄m：尼typhi，0．t：

o．tsutsugamushi。B．h：B．henselae

(2)2008年共调查5个区(县)256人，横赛巴尔

通体检出率明显高于2007年，接近2006年调查结

果⋯(9．5％)，且地区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莫氏

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2006年⋯及2007年

检出结果(分别增加35．4％及34．5％)，地区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年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横赛巴尔

通体男、女性别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Fisher检验)，男性(17．1％)明显高于女性(7．1％)。

2008年发现恙虫病东方体检出率较2007年相比增

加32．1％，地区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

表2 2008年天津市各调查点3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注：“6同表1

(3)2009年监测点同2008年，共5个区(县)249

人。结果显示3种病原体抗体阳性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其中增加最明显的是莫氏立克次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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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增加了18．7％，3种病原体在各地区之间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莫氏立克次体及恙虫

病东方体以东丽地区最高分别为68．6％及76．5％。

巴尔通体则以汉沽区最高(31．4％)，宝坻区最低

(2．1％)。各年龄组检测发现，恙虫病东方体年龄组

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Fisher确切概率法

检验)，其中以>55岁人群阳性率最高(48．5％)，见

表3。

表3 2009年天津市各调查点3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注：4同表l

3．抗体总阳性率年度变化趋势：3种病原体抗

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08年及2009年显著增加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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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09年天津市3种立克次体总阳性率变化趋势

4．各调查点变化趋势：对2007--2009年连续4

年均监测的4个区(县)包括北辰区、东丽区、汉沽区

及宁河县进行了3种病原体抗体流行趋势分析，其

中中东部及南部地区如北辰区、东丽区、汉

沽区3种病原体抗体阳性率均呈上升趋势，

东北部的宁河区2009年检测数据明显下降 ：：

(图2)。40

讨论 喜2。0
莫氏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及恙虫病 莲80

东方体均通过媒介进行传播，已有研究表明
洲

褐家鼠为上述2种病原体的传播媒介乜】，天 二
津地区的优势鼠种是褐家鼠。天津地区尤 。

其天津港是高鼠密度地区，历史上鼠密度一

度达14．23％b】。尽管天津市每年均进行灭鼠

工作，但独特的低海拔潮湿地理特征及货物

仓储，使该地区鼠密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由此增加

了相关传染病传播风险，本研究样本采集时间与鼠

密度高峰季节相吻合(5—10月)。1992年，张之伦

等H3采用间接免疫荧光对天津市区、滨海区及郊县

正常人群进行斑疹伤寒、斑点热、恙虫病及Q热4种

立克次体病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3个地区人

群立克次体抗体总阳性率分别为6．5％、16．79％、

20．60％。农业人群明显高于城市人群。其中郊县人

群斑疹伤寒群立克次体(包括普氏立克次体与莫氏

立克次体)血清抗体阳性率17．23％。本研究显示

2008及2009年农业人群莫氏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

均明显高于1992年调查数据，且明显高于鼠密度较

高的云南地区农业人群b】。

1989年秋宝坻区农村首次报道恙虫病，随后临

村及周遍地区出现小规模暴发。1992年的调查数

据显示天津郊县人群的恙虫病东方体抗体阳性率为

1．54％，本研究显示2008及2009年恙虫病东方体阳

性率远远高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恙虫病主要通

过螨传播，其宿主主要为啮齿动物如各种野鼠及家

鼠，该病是亚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媒介源传染病，其病

死率高达10％一30％哺】。1986年前的监测数据表

明，中国恙虫病主要分布南方地区，近年的调查结果

显示该病在北方包括东北地区均有报道。

2007年，单爱兰等IrJ首次报道了天津地区临床

猫抓病1例。猫抓病病原体为横赛巴尔通体，同地

方性斑疹伤寒一样，该病主要通过猫蚤传播，其宿主

多为家猫，其临床表现多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临床

表现。儿童多于成年人。2007—2009年连续流行

病学现场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农户除养殖经济家

畜动物外，还养殖家犬用于看护院舍及家畜。同时

多数农户平均养2～3只家猫，其目的主要用于捕捉

—◆_尼typh／—．-且henaelae—．．D．tsutaugamuahi

100

80

60

40

20

0

50

40

30

20

10

 



!P华流行病学杂志2011年3月第32卷第3期Chin J Epidemiol，March 2011，V01．32，No．3

老鼠。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天津市农业人群横

赛巴尔通体IgG抗体平均阳性率为6．4％。2007—

2009年横赛巴尔通体阳性率分别2．6％、10．2％、

14．5％。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接近云南省高发

地区农牧业人群IgG阳性率(14．28％)tS】o猫抓病在

临床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随着宠物热的兴起，

其发病率及患病率逐年上升。天津地区该病血清流

行状况与地方性斑疹伤寒无论地区及时间上均存在

一致性，两者之间发病相关性及是否存在复合感染

需要进一步调查。除了3种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在

时间上呈上升趋势外，本研究还对能够连续动态监

测的北辰区、东丽区、汉沽区及宁河区等进行了时间

及地理分布特征分析，结果显示，除宁河区3种立克

次体人群抗体阳性率2009年有明显下降外，其他3

区均与总体趋势一致，均呈上升趋势。

本研究对天津地区直属的8个区(县)进行农业

高危人群的蚤传莫氏立克次体、巴尔通体以及螨传

的恙虫病东方体进行连续监测，显示这些病原体在

该地区广泛存在，而且抗体流行率有逐年增加的趋

势，这一调查结果是否为近年天津地区尤其是郊区

临床不明原因发热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有待进一

步临床发热可疑病例的实验室调查。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结果提示该地区存在立克次体病局部暴发流

行的可能性，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感谢天津市8个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研究给予的大

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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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一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报名通知

·?肖。息·

为促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激励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发扬严谨治学、求实创新精神，1994年经科技部奖励办注册设

立吴阶平一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简称吴杨奖)。吴杨奖旨在表彰、奖励在医药卫生领域努力钻研并做出突出贡献的55岁及

以下优秀医药卫生工作者。作为中国医药卫生领域权威的非官方奖项之一，吴杨奖以其科学、严格的评选程序和严肃、认真的

评审态度确立了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声誉和地位，成为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努力争取的一项殊荣。

2011年第12届吴杨奖的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本届吴杨奖报名范围为临床医学、药学和公共卫生三个领域的55岁及以

下医药卫生工作者，报名人具体专业不限。获奖名额为临床医学领域获奖人6名以内；药学领域获奖人2名以内；公共卫生领

域获奖人2名以内。本届吴杨奖获奖名额不超过lO名，另设提名奖不超过10名。

报名人可通过吴杨奖官方网站在线报名或原始书面材料报名。具体报名方法和报名条件等信息请登录吴杨奖官方网站

(www．wuyangjiang．corn)查询。报名截止日期：2011年4月30日。吴杨奖秘书处联系人：曹颖洁，地址：100044北京市西城区

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3座802，电话：010-88393866，传真：010-88393864，Email：wuyangiiang@china．com。

昊阶平一保罗·扬森医学药学奖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