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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虫病是由恙虫病东方体(Orient／a tsutsugamushi，ot)感

染所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类为其主要贮存宿主，恙

螨为传播媒介。临床表现以突发高热、淋巴结肿大、溃疡、皮

疹、肺炎、脑膜炎等为特征，严重者可致死亡“1。该病广泛流

行于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覆盖范围从阿富汗到中国、朝鲜

半岛、匿南太平洋群岛及澳大利亚北部。我国属于重点疫区

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恙虫病流行范围迅速扩大，流行

强度不断增加。迄今，我国至少已在27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人群中发现恙虫病感染与流行。恙虫病的预防控制是

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该病的流行现

状、研究进展及预防控制有关问题予以综述。

一、流行现状

1．疫区呈全国分布，秋冬型恙虫病在北方地区蔓延迅

速。恙虫病在我国原仅限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流行，东至台

湾、福建，西至云南、四川和西藏南部，南至海南、广东和广

西，北至浙江和湖南诸省区i21。自20世纪80年代始，长江以

北恙虫病新疫区不断被发现和证实，山东⋯、江苏⋯、天津旧1

以及东北三省⋯相继发现恙虫病自然疫源地。截至2000年，

恙虫病疫源地已向北扩散到北纬49。30’的嫩江地区”1。内陆

地区诸省陆续发现新的恙虫病疫区。80年代初在新疆．s1、

1994年在甘肃【9，分别通过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当地人群

存在仇感染；1995年和1997年山西ttoi、河北⋯3先后发生恙

虫病疫情；1998年9月江西省首次发现恙虫病病例“2’；2005

年秋季该病在河南省淮滨县发生暴发“列；2007年在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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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六安““，2008年在蚌埠““、阜阳“7相继出现恙虫病流

行。以上证据表明，我国恙虫病流行区域已自长江以南向

北、向西扩散至全国大部分地区。

我国恙虫病的流行形式分夏季型、冬季型、秋冬型和全

年型四种。长江以南地区流行季节以夏季为主。而长江以北

地区流行形式主要为秋冬型。秋冬型恙虫病作为我国北方

地区的一种新传染病，有迅速蔓延之势，山东、江苏、天津、山

西、河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均已发现秋冬型恙虫病感染

或流行。同时，在秋冬型恙虫病疫区内也不断发现新的疫源

地。典型的如山东省，自1986年在蒙阴县首次发生恙虫病

流行后，其流行范围迅速扩大至临沂的大部分地区和日照的

五莲、莒县等地“副；而后疫源地又向西北方向延伸，1988年

10月在济南市东郊发生恙虫病流行，波及57个自然村n“。

山东省恙虫病疫区原仅局限在临沂和济南两地，然而1996—

2000年济宁㈣】、莱州L21 J、肥城∞1、青州担到等地相继暴发恙虫病

疫情。据山东省疾病报告信息系统(Shandong Diseases

Repotting Information System，SDRIS)自2006年至今的监测

结果显示，山东省恙虫病疫情已波及济南、青岛、淄博、烟台、

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滨州、聊城、东营14

个地(市)，约占全省80％的广大地区。

2．流行强度呈上升趋势。随着恙虫病流行范围的扩大，

其流行强度明显呈上升趋势。历史疫情资料显示，20世纪

80年代初期全国发病数在1000例左右，1986年以后年发病

数均在2000例以上，长江以南地区恙虫病流行高峰持续不

下L⋯。1990年取消恙虫病疫情报告后。无法获得全国的统计

数据，但据文献报道，疫情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唐天开

等口副报道，】999年南海某岛屿发生恙虫病流行，患病率高达

23．77％。虞华珍等Ⅲ。报道，2006年广州市某村暴发恙虫病疫

情，罹患率高达33．30％。江苏省盐城市通过疫情报告系统于

2006年10—12月报告149例恙虫病病例川。刘运喜等∞1报

告山东省费县自首次发生恙虫病流行后，病例逐年增多，偶

有暴发，1994—1997年年发病率为41／10万～109／10万；1996

年秋季平邑县暴发恙虫病疫情，罹患率为6．95％∞1。山东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SDRIS于2006--2009年分别报告恙

虫病病例213、235、348和227例，2010年1月1日至12月2

日累计报告病例244例。恙虫病在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均

属法定报告传染病。澳门报告病例较少，于2005年和2007

年各报告l例恙虫病病例。香港自2005年1月至2010年9

月累计报告恙虫病117例m J。台湾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年

报告病例数60例以上，1992年以后病例报告数逐年增加，均

超过100例，而2000—2001年两年报告恙虫病病例共计

2732例⋯。

 



3．疫源地类型多样化。恙虫病原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

的热带、亚热带和西南高海拔地区，按气候特征划分为热带

疫区、南亚热带疫区、中亚热带疫Ⅸ和横断山谷疫区D“。

1980年以后。恙虫病疫源地北移，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

中温带4个温度带和1个高原气候I)(。缘其自然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差距甚大，生物群落组成各异，疫源地类型更加复

杂多样。为方便对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1995年于思庶、

范明远等在全国恙虫病研讨会上提出以北纬3lo和北纬40。

为界将恙虫病自然疫源地划分为南方疫源地、过渡疫源地和

北方疫源地三型。鉴于高原地区的生态学特性，后又分出第

四种疫源地类型——即高原气候区疫源地，包括西藏、新疆南

疆、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以及云南北部的一些地区Ⅱ“。

另外，疫源地类型亦可根据地理景观划分。如恙虫病在福建、

浙江、江苏三省存在景观具有代表性的三型恙虫病自然疫源

地，分别为沿海岛屿型、内陆山林型和内陆平原丘陵型m1，而

山东地区属于山前冲积平原型和低山丘陵型疫源地。

二、疫源地构成要素的研究

1．病原体：m抗原型别具有多样性特点。国际标准参考

株有Karp、Kato和Gilliam 3型∞】。19世纪60年代，泰国分离

出TA678、TA763、TA686、TA716、Till817五种血清型m1；而

后，日本从恙虫病患者中分离出Irie、Hiranob”、Kuroki¨”、

Shimokoshi、Ikeda、Yamamotom J、Kawasaki【柏】、Saitama⋯型

等新型株；韩国发现Boryong株|42’和Yonchon株【4副；澳大利

亚分离到Litchfield型和Chuto株⋯朋1；中国台湾地区发现新

型Hualien-A株㈨。Kelly等【471对271条仍的56 kD抗原(Sta

56 kD)基因序列同源性的系统发生分析表明，所选D￡株分属

于Kaxp-relatcd，Saitama，Kuroki，TA763，Gilliam、Kawasaki，

JG、Kato和Shimokoshi 9个分化支。

我国学者自1948年于广州地区首次成功分离出D￡以

来，已从患者、媒介恙螨和宿主动物中分离到百余株仇。我

国0t血清型以Gilliam型为主。其次是Karp型，Kato型较少

见，亦有混合型存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株以Karp型常见，

而长江以北多为弱毒的Gilliam型。近年来，随着PCR／

l江LP、巢式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在

不同地区的研究亦发现仇抗原型的多样性特点。如南澎列

岛存在Karp、Kato和Yonchon 3种仇型别m3；湖南省仇流行

株有Gilliam、Karl,、TA763或混合型m1；福建省Dt型别有

Gilliam、Karp以及Karp-Gilliam混合型，在闽中、闽西山地分

离出TA716型Ot啪1；江苏、山西地区分别发现了类似

Kawasaki株‘“3和Yonchon株㈨o

我们的研究表明，山东疫区仇流行株以Kawasaki型为

主，但同时亦存在勋r口型；对Sta 56 kD基因的酶切图谱研

究发现，山东株类似日本Kawasaki株，但缺乏Hha I酶切位

点旧1，此特点与江苏株相似；Ot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显示，

江苏株和山东株与日本Kawasald型的碱基序列同源性分别

为96．87％阻1和95．50％tw。另外，在对山东新、老疫区仇基因

型的比较分析中，临沂地区(老疫区，即1986年后始有流行的

疫区)仅分离到Sdu-1型仇，然而在泰安地区(新疫区，即1996

年后始有流行的疫区)除Sdu-1型外，还存在Sdu-2株B纠。由

此可见．在恙虫病疫区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仍基因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变异。

2．宿主动物：迄今，我国发现存在of自然感染的哺乳动

物包括啮齿目18种、食虫目3种和部分家养动物。其中密度

高、带螨率和带螨指数高，有仇自然感染的优势种是主要的

宿主动物，包括鼠属中的黄毛鼠、黄胸鼠、褐家鼠、社鼠和大

足鼠；小家鼠属中的小家鼠；板齿鼠属中的板齿鼠；姬鼠属中

的黑线姬鼠和大林姬鼠；仓鼠属中的大仓鼠；嗣鼯属中的臭

鼢黯；以及麝鼢属巾的大麝嗣等㈨]。山东地区恙虫病疫Ⅸ的

鼠类至少存在2目3科5属7种，已知的恙虫病贮存宿主有黑

线姬鼠、大仓鼠和褐家鼠。近年我们从山东地区小家鼠中首

次检测到仇¨“，推测小家鼠可能是当地恙虫病一种潜在的贮

存宿主。

3．媒介恙螨：恙螨是目前已知传播恙虫病的惟一媒介。

我国最早在浙江地Ⅸ发现地里纤恙螨为恙虫病的传播媒介，

20世纪50年代相继在东矶列岛、浙南山区和福建省平潭地

区发现新的媒介恙螨——海岛纤恙螨、高湖纤恙螨和微红纤

恙螨，而后证实福建省冬季恙虫病疫区和长江以北秋冬型恙

虫病疫区的优势螨种小盾纤恙螨以及湘两恙虫病疫区的优

势螨种吉首纤恙螨，亦属于恙虫病的传播媒介。其中，地里

纤恙螨和小盾纤恙螨分别是夏季型和秋冬型恙虫病的主要

媒介螨种。除以上6种已确证的媒介恙螨外，我国报告分离

出仇的恙螨还有苍白纤恙螨、于氏纤恙螨、东方纤恙螨、须纤

恙螨、临淮岗纤恙螨、英帕纤恙螨、印度囊棒恙螨、中华无前

恙螨、太平洋无前恙螨、巨螯齿恙螨”引和紫色纤恙螨b“。山

东省恙螨至少存在3亚科6属17种，我们以往在临沂(山东

最早发现的疫Ⅸ)的调查研究表明汹】。不同季节的优势恙螨

包括小盾纤恙螨、须纤恙螨、临淮岗纤恙螨及太平洋无前恙

螨均存在D￡自然感染，除小盾纤恙螨外，其他恙螨媒介意义

的确定尚需进一步的现场调查和实验研究。

三、预防控制T作状况

目前，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均有法定的恙虫病报告制

度。我国大陆自1948年于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并证实恙虫病

后，1952年即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文革”期间疫情数据资料

不完整，此后由于该病划属非法定报告传染病，无法获取翔

实的全国疫情数字。

20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无有效治疗手段，恙虫病病死

率较高；随着氯霉素、强力霉素等有效抗生素的使用，病死率

明显下降。然而，全球每年有超过10亿人发生恙虫病的风

险旧】，并且随着抗生素耐药株的出现和生态旅游的盛行⋯。

恙虫病的预防控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迄今

我国已在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病理学、临床治疗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就，有效预防控制措施的研究和推广成为现阶

段的工作重点之一。目前恙虫病的防制主要是采取灭鼠、灭

螨、防止螨虫叮咬等综合措施。

鉴于保护易感人群是恙虫病预防控制的重要环节，在过

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者对恙虫病疫苗作了大量研究，多集

中于亚单位疫苗和DNA疫苗，作为候选苗研究较多的有22、

47、56、58、llOkD蛋白抗原。Yu等阽”成功构建了OtKarp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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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kD与47 kD蛋白的融合基因重组表达质粒，所表达的融

合蛋白具有56 kD和47 kD外膜蛋白的抗原表位，经56、

47 kD融合蛋白免疫的小鼠产生明显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

答，并比用单纯56 kD抗原或47 kD抗原免疫者表现出对

Karp株攻击更强的抵抗力。ChaRopadhyay等㈨1以食蟹猴为

动物模型证实Ot Karp株重组56 kD外膜蛋白对灵长类动物

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耐受力。重组亚单位疫苗有可能代

替Ot Karp株全细胞抗原，成为诱导恙虫病保护性免疫的一

种较好的候选苗。而DNA疫苗由于既能诱导体液免疫，又

能激发细胞免疫，产生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并有制备广谱

疫苗等优点，亦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赖延东等【6引成功构建了

能够表达Karp株56 kD外膜蛋白抗原的核酸疫苗载体

pVAXI．Sta56，将其转染到L929细胞并接种0￡悬液，发现转

染有重组质粒细胞对Ot Karp株的吸附与入侵表现出一定的

抵抗力，初步认为pVAXl．Sta56可诱导细胞免疫。Ni等阳1研

究表明，在连续4次接种后，60％的小鼠可以抵抗1000×LD。

剂量的Karp株的攻击。陈唯军等¨列发现仇山西株(Sxh951)

56 kD蛋白基因DNA疫苗免疫组小鼠免疫应答低下，该现象

系接种重组质粒后产生的免疫抑制，还是与免疫方式和剂量

有关，尚需进一步探索。

四、今后工作建议

1．加强监测：

(1)病例监测：近年来，一些省市陆续开展了恙虫病的监

测工作。如山东省自2006年始实行网络直报，通过SDRIS

监测病例、疫情信息。2010年山东省卫生厅印发文件要求加

强恙虫病监测，严格疫情报告。但目前尚无法了解全国确切

的疫情信息。为此建议各级责任报告单位按照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恙虫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要求，切实做

好病例报告，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

(2)宿主动物和媒介恙螨监测：根据动物地理资料预测，

凡有Rattus属野生型，特别是Rattus亚属的鼠类和纤恙螨同

时存在的地区，都有可能存在恙虫病疫源地。随着经济开

发、交通、旅游等人类活动的增加，自然生态受到严重影响，

可能干扰或破坏鼠类和恙螨的栖息环境，影响其生活习性，

加速迁徙或变异，或导致新的宿主、鼠类和媒介螨种的出现，

从而促使恙虫病新疫源地的形成和扩散。

掌握仇宿主和媒介的种类、分布现状和迁徙轨迹，有利

于预测恙虫病的扩散趋势，有的放矢地进行防控工作；因

此，系统、长期地对宿主鼠或其他动物和恙螨的种类、分布

及其变异或迁徙轨迹进行监测，对恙虫病的预防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

(3)病原学监测：恙虫病疫源地地理景观、宿主、媒介等

的变化，往往会引起0f所处微环境的急剧改变，在这个过程

中，病原体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基因变异、出现新的抗原

型别。使恙虫病的流行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研究表明，Sta

56 kD与其对宿主细胞的吸附和侵袭有关，Sta 47 kD与免疫

应答有关m】，因此，相关仇基因的变异可导致病原体毒力、免

疫学特性等的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Dt感染所

致健康损害的严重程度。因此在恙虫病疫区Dl病原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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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加强其抗原型别及毒力特点的监测是对

该病流行过程深入了解及其预防控制的重要环节。

2．重视疫源地扩散机制的研究：目前我国恙虫病疫区

呈不断扩散的趋势，而有关恙虫病新疫区不断形成与扩散的

机制及媒介、宿主动物在新疫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

因素的许多问题尚不清楚。恙虫病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然疫

源性疾病。其疫源地是由Dt、宿主鼠类和媒介恙螨为主成分

参与构成的一个特殊生态系统，必然会受地理环境及人类活

动等凶素的影响；但有关该病新疫区的形成与这蜂因素的关

系尚无系统研究。尤其是秋冬型恙虫病作为我国北方地区

的一种新传染病，对其流行机制予以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更

好地认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对该病以及其他相似自然疫

源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均具有重要价值。

3．重视恙虫病的疫苗研究：鉴于恙虫病的流行环节，以

及灭鼠、灭螨工作的难度，保护易感人群为该病有效控制的

重要环节，除加强个人防护措施研究外，还冀望于安全、有效

疫苗的研究与应用。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就恙虫病的免疫预

防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Dt免疫性低．组织

培养困难且生长缓慢，以及抗原型别多样、异源保护性差等

原因，理想恙虫病疫苗的问世尚待时El，在现有相关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尚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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