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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5--20 1 1年人狂犬病不同地区
季节分布特征研究

王梅周航殷文武 熊玮仪李群冯子健

【摘要】 目的用简单定量方法描述中国不同地区狂犬病发病季节分布特征和规律，分析地

理位置对其影响，为狂犬病风险评估、疫情预测提供依据。方法 以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中

2005--2011年29个省份报告的17 800例临床与实验室确诊狂犬病病例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地理

信息中心获得各省地理经纬度资料，利用Excel 2003软件绘制季节分布曲线，利用SPSS 18．0软件

计算季节分布曲线的第25百分位数(P：，)、P蛐、P，；、四分位数间距(Q)和峰度，并分别分析P：，、峰度

与纬度的线性相关关系。结果 全国狂犬病发病以2月为低点，夏、秋季为发病高峰，峰值在8

月。各省份狂犬病发病季节分布曲线的P：，、P。P，，、Q和峰度不同，纬度越高地区的P：，越大，Q值

越小，峰度越大；在年均报告病例数>100例的9个省份，P：；、峰度与纬度间的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

0．9342、0．8528(P<0．05)。结论中国狂犬病发病具有季节性，且存在地理差异和规律性，纬度

越高地区季节性特征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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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simple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describe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rabi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o analyze how it was influenced by geographical

settings，to provide evidence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epidemics of rabies．

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1 7 800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onfirmed rabies cases，reported by 29

provinces．from 2005 tO 20 1 1 and relate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National Disease Reporting

Information System．Data on related latitudes and 10ngitude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enter．Excel 2003 was used to draw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easonal distribution curves while SPSS 1 8．0 was used to calculate parameters as P25，P50，P75，

inter-quartile range Q and kurtosis SO as analyze th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P25，kurtosis and the

latitude of different provinces respectively．Results The nation—wide incidence of rabies was low in

February．The peaks fell in summer and autumn．especially in August，Season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P25，P50，P7，，inter-quartile range(Q)and kurtosis were different among provinces．Compared to the

low latitude areas，high latitude areas had higher P25，smaller Q and higher kurtosis，In 9 provinces

where the annual reported number ofcases more than 100，the related coefficients(r)between latitude

and both P25。kurtosis were 0．9342 and 0．8528 respectively【P<0．05)．Conclusion There was a

distinct seasonality of rabies occurrence in China which was cor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seRings

which was more obviOUS in the higher latitude areas．

【Key words】Rabies；Seasonal distribution；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Kurtosis

·监钡Ⅱ·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2．11．012

作者单位：100050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王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周航、殷文武、熊玮仪)，卫生应急中心

(李群、冯子健)，传染病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殷文武、李群、冯子健)

通信作者：殷文武，Email：yinww@lchinacdc．cn

 



·1152。 !堡煎鱼堑堂垄查!!!!生!!旦箜!!鲞箜!!塑堡垒坐!里P!皇!坚!竺!：堕!!!业!!!!!!!兰!：!!!堕!：!!

狂犬病在我国近年一直位于各类传染病报告死

亡数的前三位，是要重点控制与消除的传染病⋯。

掌握狂犬病流行特征，其中季节分布特征是重要描

述内容旺1，其通常受地理区域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分

析我国狂犬病监测资料发现，每月均有病例报告b]，

但不同月份报告的病例数有差异，其中夏秋季为狂犬

病高发季节。部分地区监测资料也显示“1，狂犬病的

发病有明显季节性。为此本研究采用简单定量方法

描述我国不同地区狂犬病季节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

资料与方法

1．数据来源：病例资料来自全国法定传染病报

告系统中2005—2011年所有临床和实验室确诊狂

犬病病例，共17 800例。地理资料选择全国各省份

纬度值作为地理资料代表值，取各省南北边界纬度

值(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均数。

2．研究内容：采用狂犬病病例数季节分布曲线

的第25百分位数(P：，)、P，。、P，，、四分位数间距(Q)和

峰度(kurtosis)描述发病季节分布特征。定义为P：，、

P。，分别代表季节分布曲线开始上升和下降的时间；

Q值代表50％的病例发生时间段，Q值越小，高峰季

节发生的病例越多，即季节性越明显；峰度代表季节

分布曲线的峰型尖锐程度，其值越大，峰型越尖，即

季节性越明显。

3．统计学分析：描述全国及年发病数>100例

的省份年度时间频数分布，以Excel 2003软件绘制

季节分布曲线，分别计算各曲线的P：；、P，。、P，，、Q值
和峰度。以7年累积报告病例数>100例、>7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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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省份进行分层，以Excel 2003软件分别对各

省P：，与纬度以及峰度与纬度绘制散点图；以SPSS

18．0软件进行线性回归相关分析，计算相关系数r

值并检验。

结 果

1．发病季节分布：2005--2011年我国监测地区

狂犬病每年发病均有季节性，夏、秋季为发病高峰。

季节分布曲线最低点为2月，峰值在8月(图1)。

P：，、P，。、P，，分另0位于5月2日、7月27日、10月5日。

2．发病季节分布的地区比较：

(1)狂犬病年均病例数>100例的9个省其发病

季节分布曲线P：，、P，。、P，，、Q和峰度随纬度由低到高

呈现一定规律(表1)。纬度越高的地区，P：，出现时

间越晚，Q值越小，峰度越大，即发病高峰开始越晚，

发病时间越集中，发病季节分布曲线峰型越尖锐。

(2)华南、华中、华北地区发病季节分布曲线由

平坦向尖锐逐渐过渡，与纬度升高关系明显。但西

南地区的四川等省，其季节分布特征与华北地区省

份类似，峰度值大于、Q值小于同纬度的东部省份

(图1和表1)。

3．各监测省份狂犬病发病季节分布的峰度与纬

度以及P：，与纬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图2)。分析表

明，纬度越高峰度值越大、P：，越晚，其季节性越明

显，在年均报告病例数>100例的9个省，峰度与纬

度以及P：，与纬度之间的r值较大，分别为0．8528、

0．9342(P<0。05)。而在累积发病数>100例的18个

省，峰度与纬度以及P：；与纬度之间的r值较小，分别

月份

图1 2005--2011年全国及年均报告病例数>100例的省份狂犬病季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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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2011年我国狂犬病累积报告病例数>100例的
1 8个省区发病季节分布

为0．4691、0．4708(P>0。05)。

讨 论

季节性是传染病的重要流行特征，可描述传染

病的高发季节，并提示可能的流行因素。本研究同

样确认了我国狂犬病发病具有季节性b，“，且发现季

节性存在地理上的差异和规律性。全国狂犬病发病

数在2月为低点，峰值在8月，夏、秋季为发病高峰季

v=12．40九+40301

R2=0．2201

r=0 4691

P>O．05

1．O

峰度

节。这与同处北半球的美国2001—

2009年监测数据分析结果类似‘7]。纬

度较低的地区季节分布曲线显示相对

平坦，纬度越高其峰型越尖；峰度值与

纬度呈正相关，在年发病足够多(>

100例)的省份，这种相关非常显著

(r=0．9342，P<0．05)；纬度越高地区

Q值越小，即发病时间越集中。表明

我国纬度越高地区狂犬病发病季节性

越明显。该规律非常适用于我国东部

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季节特性类似于

东部偏北方的省份。以P：，作为季节

峰的起点进行比较，其随着纬度由低

到高呈现一定的规律，纬度越高地区

的P：，越晚，即发病高峰开始的越晚。

本研究采用P：，、P，。、P，，、Q值和峰

度这些指标描述疾病季节分布特征，

可通过常用统计分析软件计算获得，

且易于理解。其中，峰度是描述频数

曲线峰型的统计量，可以描述单峰型

传染病季节特征，反映季节分布的峰型尖锐程度，其

值越大，峰型越尖，季节性越明显。目前国内外已应

用多种方法分析传染病发病的季节分布特征，包括

相对数、季节性指数、线状图、集中度法、圆形分布、

对应分析以及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8。“。比较而言，

本研究采用的各项指标不但可以定量描述季节分布

的特征，还可用于地区间季节性特征的比较和与纬

度相关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从而深入揭示疾病流

图2我国不同省份狂犬病发病季节分布的峰度、P：，与纬度散点图及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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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律，提示可能的流行因素。但使用中需注意，

P：，、P，，只是人为规定的代表流行季节高峰开始上

升和已经下降的时间，与实际流行曲线的升降尚有

差异。

我国人狂犬病约90％为暴露于狂犬病犬所

致“⋯，病犬通过咬伤皮肤或舔黏膜而将病毒传染给

人。而穿衣的厚薄将影响犬能否咬伤皮肤，气温(季

节)又是决定穿衣的重要因素，气候学意义的夏季随

纬度越高到来的时问也越晚，狂犬病潜伏期通常为

3～8周¨“。这可解释其夏、秋季发病季节高峰滞后

于8月，以及由南向北发病季节分布规律形成的机

制，提示气温是影响狂犬病流行的自然因素之一。

气温除受纬度的影响，也受海拔高度的影响。我国

地势西高东低，西南云贵高原气温要低于同纬度的

东南沿海省份，这可能是导致西南省份发病季节分

布与同纬度的省份不同，却与华北地区季节特征相

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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