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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 El贵州省望谟县某村发生人间皮肤炭疽

流行。为查找流行原因，分析感染途径及来源并检查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及评价疫源地消毒效果，于11月5—7日开展本

次调查。

1．对象与方法：拟定炭疽病例个案调查表，根据病例定

义走访病家，并到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和中医院访谈病例和

查看病案资料，按炭疽病例个案调查表收集资料。走访发生

病死牛住户，收集登记密切接触者相关信息。病例定义为

2010年9月22日至11月7日该村村民中所有出现皮肤炭疽

临床表现[按炭疽诊断标准(ws 283—2008)]的患者。密切

接触者定义为2010年9月22日至11月7日凡参与该村病死

牛搬运、剖剐、洗切加工及食用病死牛的人员。采集病死畜

残余物和病死畜剖剐地消毒前后的土壤标本(耙开表层土约

5～10 cm，每点采集1—3份，采集约500 g)培养分离炭疽杆

菌。标本由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鉴定方法参照炭

疽诊断标准(wS 283—2008)附录A。采用漂白粉制成20％乳

液消毒病死畜剖剐地土壤，并根据消毒前后(间隔至少24 h)

土壤标本的炭疽杆菌检测情况评价消毒效果。调查数据利

用Excel 2003软件录入和分析。

2．结果：

(1)基本情况：疫村为布依族村寨，交通不便。有村民

100户约500人，住户密集，环境卫生较差，经济文化较落后，

村民缺乏防病意识，有剖食病死牲畜不良习惯。现有大牲畜

约177头(匹)，均为放养。该村无村医，村民就医极不方

便。毗邻村2007年曾发生炭疽疫情，本次疫村牲畜与邻村

同草场放养。

(2)人间疫情：截至11月5日所有接触病死家畜的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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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生皮肤炭疽7例(均为同村同组)，其中男性5例，女性2

例，年龄29。68岁，均为农民，罹患率为8．86％，无重症和死

亡。其时间分布10月3日发生首例，8、9、12、14和18日各1

例，末例出现时间为11月1日，疫情持续30 d。

(3)临床特征及就诊情况：经病例搜索，全村共7人符合

病例定义。临床表现为面、颈、手或前臂等暴露部位皮肤出

现红斑、丘疹、水疱，周围组织肿胀、浸润，中央坏死形成溃疡

性黑色焦痂，周围皮肤肿胀，疼痛不显著。发生炭疽痈的部

位为左手腕关节外侧2例，右上肢前臂前外侧1／3处及左手

无名指根部1例，右侧颌下1例，面部右侧1例，右上肢前臂

1／2处l例，胸部右上侧1例。疫情发现前，患者均自用草药

治疗，未及时到卫生院就医。之后6例送县医院、1例送中医

院，经隔离抗菌治疗均痊愈。

(4)流行因素调查：①畜间疫情：9月22日至11月2日陆

续发生大牲畜死亡，共死亡11头牛和1只犬，畜间疫情持续

42 d。其他村组未发现病死畜。11头病死牛有7头被剖剐，

部分肉被食用及包括牛皮零售(无法追踪去向)，部分内脏深

埋，其中4头死牛整只卖给商贩(无法追踪去向)。②密切接

触者发病危险因素：参与死牛搬运、剖剐或洗切加工、食用者

共79人，发病7人，罹患率为8．86％。其中搬运+剖剐者罹患

率为3．85％(1／26)，搬运+剖剐+食用者罹患率为16．00％(4／

25)，洗切加工+食用者罹患率为20．00％(2／10)，表明剖剐和

洗切加工是皮肤炭疽感染的高危因素。

(5)标本检测：采集12份标本中有9份检出炭疽杆菌，其

中消毒前病死畜剖剐地土壤标本5份均检出炭疽杆菌，消毒

后病死畜剖剐地土壤标本6份中有3份检出炭疽杆菌，病死

牛肺残余物1份也检出炭疽杆菌。

3．讨论：炭疽菌导致的人畜共患病，多以散发和局部暴

发为主⋯。经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起疫情为一起人间

皮肤炭疽，其流行原因是先在畜间炭疽流行，经村民剖剐及

洗切加工病死牛而引起人间发病。炭疽芽孢对外界抵抗力

强，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疫情处理中剖剐地消毒不规范

(现场可见白色漂白粉，但未将其制成20％乳液浇洒并彻底

翻搅渗透土壤)，疫源地消毒不彻底，为炭疽疫情的发生留下

隐患。另外畜间疫情未能及时发现和患者病后未及时就医促

使该起疫情蔓延。此次疫情经过与以往文献报道相似乜“。

因此应将防疫关口前移，建立多部门沟通合作机制，加强与

农业畜牧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了解畜间炭疽疫情并预警，

从而有效防止人间炭疽的发生。同时要健全基层卫生机构，

加强风险沟通工作，教育村民“不宰杀不剖剐不食用病死牲

畜”，发现不明原因死亡的病死牲畜要立即报告当地畜牧部

门，强化提高村民防病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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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是我国目前艾滋病疫情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1j。近年来，随着艾滋病性传播比例上升[2】，女

性HIV感染者数量不断增多。由于凉山州独特的地理人文

环境仍有很多女性尚未认识到HIV感染的危害或因感染

HIV未及时被发现，成为新的传染源，导致配偶胜伴以及后
代的感染。为了解凉山州彝族聚居区育龄妇女HIV感染水

平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本研究开展HIV／AIDS横断面调查。

1．对象与方法：根据当地疫情，在凉山州昭觉县艾滋病

高流行区(人群感染率≥2％)和低流行区各随机抽取1个乡

镇作为研究现场，以15～49岁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昭觉

县共包括46乡l镇，其中18个乡镇已知全人群感染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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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乡镇<2％。于2011年10—11月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社会

人口学特征、婚育状况、HIV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并进行

HIV抗体初筛检测[采用北京万泰生物HIV 1+2型抗体诊断

试剂盒(胶体金法)，阳性结果标本送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HIV确证实验室采用免疫印迹实验(wB)确认]。数据整

理和统计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

2．结果：

(1)人口学特征：抽取2个乡镇13个行政村共调查1826

人，占当地育龄妇女总数的75．26％。调查对象全部为彝族，

平均年龄(33．77±7．89)岁，农民占97．65％，已婚／同居者人数

最多(96．88％)，文化程度以文盲为主(93．70％)。

(2)流行特征：2个乡镇共发现HIV／AIDs妇女70例，感

染率为3．83％，其中8个行政村均有发现，感染率为6．35％。

23例(32．86％)为新检出HIV／AIDS，47例(67．14％)为既往发

现病例，包括6例(8．57％)已发病的AIDS。

(3)人群分布：70例HIV／AIDS年龄19—45岁，平均

(33．66±6．06)岁。其中35～岁组感染率最高(5．95％)，但各

年龄组感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10．64，P=0．100)。

HIV／AIDS妇女学历分布与育龄妇女人群分布一致，以文盲

为主，不同学历间感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4，P=

0．422)。调查对象中未婚育龄妇女未检出HIv／AJDS，分居／

寡居人群感染率明显高于已婚／同居人群(X2=84．76，P<

0．001)。见表1。

(4)HIV传播途径：注射吸毒传播所占比例最高

(40．00％，28／70)，性传播为35．71％(25／70)，两者比例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同时具有注射吸毒和性接触史传播途径的比

例达18．57％(13／70)。

(5)新检出感染与既往感染分布特征比较：既往感染人

群平均年龄(34．17±5．22)岁，新检出感染人群平均年龄

(32．6l±7．52)岁，两组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