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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流行性腮腺炎暴发中的疫苗效率评估

孙亚军 曹妍袁伟 方刚 唐雪峰王曼张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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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流腮)暴发疫情中对疫苗效率(VE)的评

估，国外已有较多的研究报道⋯，而我国类似报道相对较

少。2012年3—6月四川省阆中市某幼儿园发生一起流腮暴

发疫情，发病儿童绝大多数属免疫覆盖人群，为此本研究通

过此次疫情评估腮腺炎疫苗效率。

1．对象与方法：本文病例定义为2012年1月1日至6月

22日该幼儿园儿童与老师出现单侧或双侧腮腺和(或)其他

唾液腺肿胀、疼痛持续>2 d且排除其他原因者。选择8个主

要发病班级的全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回顾性队列研

究。通过儿童家长填写问卷及电话访谈，查看疾病监测信息

管理系统报告卡记录、幼儿园晨午检记录和学生缺勤记录，

访谈幼儿园各班班主任，收集发病信息，同时收集并查阅儿

童接种证，获取腮腺炎疫苗接种信息。凡此次发病前28 d内

接种腮腺炎疫苗者判为未接种，分析时并剔除有流腮既往史

儿童。比较腮腺炎疫苗接种组和未接种组的罹患率，评估

vE。公式：vE=(1一艘)×100％，式中船=接种组罹患率／
未接种组罹患率。对肷值进行按班级分层Mantel．Haenszel
加权调整。如调整艘值95％“上限≥1，则Ⅶ95％C，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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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零。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利用

EpiInfo 2002软件分析数据。

2．结果：共发放问卷423份，收回有效问卷34l份，回收

率为81％。341名儿童中腮腺炎疫苗接种组255人，未接种

组86人。接种组罹患率为18％(45／255)，低于未接种组的罹

患率38％(33／86)(按班级分层Malltel．Haenszel调整职=
0．386，95％C，：0．255～0．584)，VE=61．4％，95％C，：41．6％～

74．5％。其中接种1剂次腮腺炎疫苗儿童罹患率为18％(与

未接种组相比，调整艘=0．405，95％凹：0．263—0．623)，vE=

59．5％，95％c，：37．7％～73．7％；接种2剂次腮腺炎疫苗的儿

童罹患率为13％(与未接种组相比，调整艘=O．293，95％c，：
0．119—0．722)，VE=70．7％，95％C，：27．7％～88．1％。接种1

剂次和2剂次儿童罹患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2=0．62，

P>0．05)。见表1。结果还显示，接种1剂次腮腺炎疫苗

后，3年内VE=78．2％(95％C7：34．6％～92．7％)；3—5年VE

降至58．0％(95％c，：30．5％一74．6％)；5年后vE降为35．6％

(95％c，：0～66．3％)，失去保护作用。vE随接种后时间延

长呈现降低趋势(趋势f=6．0，P<0．05)。见表2。

表1腮腺炎疫苗不同剂次的vE分析

病例总人罹患

数 数率(％)
艘值(95％c，) VE(95％c，)

注：。为对照；6按班级分层Mantel．Haenszel力Ⅱ权调整值

表2腮腺炎疫苗接种后不同时间的vE分析

慧鬻鎏差篙一％∞Ⅷ蚴c。

注：“5同表l

3．讨论：目前腮腺炎减毒活疫苗的毒株有Jeryl Lynn、

Leningrad一3、Rubini、Urabe等。在发达国家仅使用Jeryl

Lylln株或其衍生株，而我国使用的疫苗毒株为s79株。国外

文献报道学校和社区人群流腮暴发中1剂次JeD，l LyIlIl株减

毒活疫苗的保护效率为72．8％～91．0％，1剂次urabe株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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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疫苗的保护效率为54．4％～93．0％⋯。在我国通过学校和

社区人群配比病例对照研究，评估的1剂次s79株减毒活疫

苗对腮腺炎保护效率分别68．2％和92．6％[21；而胡新三01对两

所小学流腮暴发疫情评估流腮疫苗总保护效率分别为

78．80％和75．76％。

本次流腮暴发中评估腮腺炎疫苗总保护效率为61．4％，

其中1剂次为59．5％，2剂次为70．7％，均低于上述研究结

果。研究中观察到Ⅶ随接种后时间延长出现衰减趋势，与
cohen等n1报道类似。傅传喜等b1研究发现，接种l剂次s79

株减毒活疫苗5年后保护效果迅速下降，本研究结果与其相

似。经验表明，腮腺炎的预防控制要求持续高水平的免疫覆

盖率和>1剂的免疫程序。本研究疫苗接种比例仅为75％，

接种>1剂次的儿童仅占总免疫儿童数的15％。鉴于绝大多

数将腮腺炎减毒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wH0成员国均

实行2剂次的免疫程序，建议我国也常规增加第2剂，一方面

促进腮腺炎疫苗覆盖率，同时降低首剂免疫失败、疫苗免疫

力随时间衰减等不利因素影响，以提高疫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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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产生的支流烟雾中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是主

流烟雾的5．1倍，主要由被动吸烟者吸人。被动吸烟越来越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被确认是患肺癌、冠心病、成人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和儿童哮喘等疾病的危险因素“1。主动吸烟

的危害已为大多数公众所知，但被动吸烟的危害及在我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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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严重状况，应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

1．对象与方法：2001年抽取北京市西城、宣武、海淀、丰

台区，2004年为宣武、崇文、朝阳、丰台区，2007年和2008年

为东城、宣武、朝阳、石景山、顺义、昌平区为研究现场，进行

居民人户面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性名、性别、是否吸

烟、吸烟量、被动吸烟情况等。

四次调查均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区、居委

会和社区，在社区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户，人户后

选取≥15岁居民为目标访问对象。如果按照上述抽样方法

抽到的样本户无法访问，则以下一个合格样本户进行递补。

2．结果：

(1)一般情况：2001年调查2954人，不吸烟者1870人，其

中男性635人(34．0％)，女性1235人(66．0％)；2004年调查

3121人，不吸烟者1807人，其中男性568人(31．4％)，女性

1239人(68．6％)；2007年调查5407人，不吸烟者4038人，其

中男性1454人(36．O％)，女性2584人(64．O％)；2008年调查

5629人，不吸烟者4307人，其中男性1528人(35．5％)，女性

2779人(64．5％)。

(2)性别被动吸烟率：2001年调查人群被动吸烟率为

72．0％，其中男性为71．5％，女性为72．2％；2004年被动吸烟率

为67．3％，其中男性为64．1％，女性为68．8％；2007年被动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