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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西双版纳州2008--2009年病毒性脑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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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直为虫媒传染病的高发地区。

2007年和2009年该地区出现2次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暴

发高峰，共报告4起乙脑暴发疫情，累计发病93例，死亡9

例。为掌握该地区病毒性脑炎的病原学特征，了解其流行病

学特点，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资助下，云南省

CDC和西双版纳州CDC于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在景

洪、勐海和勐腊县开展病毒性脑炎病原学的实验室监测。结

果分析如下。

1．对象与方法：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选择西双版

纳州医院、景洪县医院、勐海县医院和勐腊县医院为监测点，

以医院神经内科和儿科等科室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住院

患者为监测对象。各监测医院采集病毒性脑炎患者急性期

和恢复期双份血清及脑脊液，当地CDC将采集的样本分装，

冷冻保存，并填写采样信息表，在有条件的CDC进行检测，

并在冷藏条件下每周一次从当地运送至云南省CDC实验室

复核检测。所有血清样本均检测病毒IgM抗体，包括乙脑病

毒(JEV)、肠道病毒(EV)、埃可病毒(ECOH)、柯萨奇病毒

(COX)、单纯疱疹病毒(HSV)、麻疹病毒(MV)、腮腺炎病毒

(MuV)。其中HSV-IgM和MV-IgM、Muv．IgM检测采用爱

尔兰Trinity公司试剂盒，JEV49M采用上海中正慧东公司试

剂盒。ECOH．IgM和COX．IgM采用维润赛润生物试剂(北

京)有限公司试剂盒。均采用ELISA捕捉法检测。

2．结果：在4家监测医院共收集到98例病毒性脑炎病

例，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州3市(县)，其中景洪市53例

(54．08％)、勐海县17例(17．35％)、勐腊县15例(15．3l％)，该

3市(县)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86．73％；其他为外籍5例(老挝

4例、缅甸l例)、云南省外地户籍4例和不详4例。98例中男

性“例，女性34例，男女性别比为1．88：l。年龄2一“岁。

各年龄段均有病例发生，但主要以1．10岁儿童为主

(46．94％)。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病例集中在5—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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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6％)，以6月为高峰(43．88％)。

98例病毒性脑炎病例采集的179份(血清98份、脑脊液

8l份)标本中，检出JEV-IgM抗体阳性标本58份(其中血清

3l份、脑脊液27份)，阳性数占检测标本的32．40％，确诊乙脑

4l例(其中血清、脑脊液均为阳性的病例9例)，占所有病毒

性脑炎病例的41．84％。其次为COX．IgM抗体阳性22例

(12．29％)，ECOH．IgM抗体阳性13例(7．26％)，HSV-IgM抗

体阳性4例(2．23％)，MV-IgM抗体阳性4例(2．23％)，

Muv-lgM抗体阳性3例(1．68％)。

3．讨论：调查地区地处边境热带，蚊虫一年四季均有活

动，雨季蚊虫密度明显增高，且养猪较普遍，构成了JEV传播

的重要条件。根据张海林等⋯研究报告证实，西双版纳州蚊

虫感染JEV率较高。从本次监测结果看，JEV是造成该地区

病毒性脑炎流行的主要病原体，41．84％的病毒性脑炎由JEV

引起，这与广东省流行特征相一致担J。2007年和2008年西双

版纳州发生的4起病毒性脑炎暴发疫情病原体均为JEV，与

本次监测结果相吻合。据国内外文献报道，ECOH、HSV、

COX、MuV及巨细胞病毒等是引起病毒性脑炎的重要病原

体，但在不同地区，各病原体所占比例有所不同“。】。此外，

尼帕病毒、西尼罗病毒等引起的脑炎在国外也有报道【2】。由

此可见。引起病毒性脑炎的病毒种类繁多，不同病毒有不同

的传播途径和防治措施，了解和掌握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病

毒性脑炎的病原学特征和流行病学特点对防控其流行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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