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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2日北京市某医院报告一例源自顺义区的

人感染H7N9禽流感监测病例，次日确诊为北京市首例人感

染H7N9禽流感病例。由于诊断、治疗和控制措施及时有效，

该名患儿经救治于4月17日痊愈出院，疫情也未发生进一步

传播。现将本次疫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分析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应用现场流行病学方法，按照2013年《人感染H7N9禽

流感疫情防控方案(第1版)》，对病例进行回顾性个案调

查。对病例的父母、老师等相关知情者进行访谈，求证病例

发病前活动情况。查阅病例就诊的全部门诊和住院病历。

诊断标准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的《入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第2版)》的标准。调查中采集患儿、

密切接触者咽拭子和血清标本，以及病家周围禽类和环境标

本送往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国家流感网络实验

室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和实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1：PcR)

进行甲型流感通用引物及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二、结果

1．发病经过：患儿7岁女性。于4月11日06：00出现发

热、咽痛等症状，11：00到某医院急诊就诊，体温38．6 oC。

14：00以“肺部感染”收治入院。13日北京市临床专家组根

据病原学检测和复核结果，结合患JL rl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调

查，按照《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第2版)》，综合判定

为人感染HTN9禽流感确诊病例。经积极治疗，患儿咳嗽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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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症状明显好转，体温从最高40．2℃下降到37．0 oC，肺部湿

罗音消失。该患儿14—16 13连续3次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经专家会诊于4月17日痊愈出院。

2．流行病学调查：

(1)发病时间序列和暴露因素：询问患儿父母、老师等相

关知情者后，其暴露、就诊、发病和结局的时间序列如图1所

示。患儿4月2日前一直居住在高丽营镇S村，之后随父母

迁至现住址后沙峪G村。发病前2周仅活动于学校与其家庭

之间，未参与活鸡的运送、喂养、打扫运输工具等工作，未直

接用手接触过活禽或其排泄物。但不能排除与活禽近距离

(<1 m)暴露史。

(2)溯源调查：患儿父亲长期从事活禽贩运及屠宰。4月

2日自高丽营镇s村搬至后沙峪镇G村后，接手他人的活禽

宰杀摊位、工具和活鸡15只。4日购进源自天津的淘汰产蛋

母鸡60只，转手卖给朝阳、顺义等地的零售商及附近小餐馆

和村民，并将剩余的31只鸡放于G村摊点后将空鸡笼运回s

村。于5—6日在自家销售点销售前期接手的15只和此次剩

余的31只共计46只活鸡。其中44只宰杀后卖给G村村民，6

日下午宰杀最后2只鸡留自家食用。之后停止销售。

(3)暴露者医学观察：依据判定标准确定患儿的密切接

触者为其父母、活鸡可疑暴露者共10人。医学观察期间可

疑暴露者未发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者。

3．样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患儿咽拭子和痰标本经北京

市CDC和中国CDC检测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医学

观察期间对密切接触者及可疑暴露者每日采集咽拭子和血

清标本送北京市CDC检测。患儿母亲4月12日和14日咽拭

子标本检测结果为阳性，但无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专家组

综合判定为H7N9禽流感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其余咽拭子和

血标本检测均是阴性。4月12—13日顺义区CDC采集环境

标本76份，送往北京市CDC检测，结果见表1。

三、讨论

对病家及周围环境采样检测，结果自病家外环境、禽类

运输车、鸡笼涂抹标本均检测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其余

标本检测均为阴性。而存放于S村的禽类运输车和鸡笼只

接触过购自天津的鸡，未接触过前期接手销售的15只鸡。

据此可认为本起疫情感染来源为购白天津的活禽，感染途径

为“禽一人”模式，潜伏期约5。7 d。医学观察期间，患儿母亲

被判定为H7N9禽流感病毒无症状感染者。7 d内在同一家

庭发现2例病例(1例确诊)，符合聚集性发病，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聚集性疫情。考虑到患儿及其母亲与禽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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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无外出、野禽接触史

4月4目凌晨购入60只鸡

4,q6A下午宰杀最后2只

4月7日家人食用

06：00咳嗽发热

：OO在某医院就诊

14：30入院隔离治疗

21：00甲型流感初筛阳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监测病例)
23：50给予患儿达菲抗病毒以及补液支持治疗

0：00朝阳区CDC确认甲型流感通用引物核酸检测阳性
15：30北京市CDC检测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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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3年北京市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暴露和发病时间序列分析

表1动物和环境标本H7N9禽流感病毒检测

时间是4月4—6日，患儿发病时间为4月11日，其母亲检

测结果阳性时间为4月12日，距最后接触时间分别为5 d和

6 d，均在禽流感潜伏期之内(7 d)，因此更倾向于二者为同源

暴露。这与其他人禽流感病例情况一致”’21。

综合分析表明，北京市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属

本地感染病例，并为家庭聚集性疫情，感染来源为自家经营

购自天津的活禽，但感染方式和途径仍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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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生产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11，但鲜见我国关于渔民

伤害的研究报道。为此本研究于2010年6月对海口地区常

住渔民进行现况调查，以了解该地区渔民职业伤害特征，为

预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为常住海口地区渔民村出海捕捞的渔民，

调查其一般情况及在过去1年各种伤害的发生和处理情况。

(2)调查方法：海口地区共有渔业村17个，根据预调查

结果预期渔民意外伤害发生率为50％，按样本量计算公式并

考虑失访共需调查约500名出海捕捞的渔民。先用简单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