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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

疾病状况与国家和社会人群疾病状况密切相关。但

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也有特点。

尤其是传染病,在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任务特

殊(如守土戎边、抢险救灾、作战等)的军队人群中更

易发生和传播,甚至发生规模不等的爆发和流行, 其

危害和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往往较其它疾病更为严

重。因此, 对传染病的防制一直是军队卫生防病工

作的重点, 也是军队流行病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建

国50 年来, 我军在传染病防制和流行病学研究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依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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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新的挑战。

一、军队传染病防制成绩[ 1]

建国初期, 军队如同全国一样深受传染病危害

之苦。如以 1951 年为例, 虽然此时军队各类疾病的

发病率都很高, 但传染病发病率更高,仅报告传染病

的发病率就高达 213 j 以上,传染病发病人数占了全

部疾病发病人数的 1/ 5。其中, 以细菌性痢疾为主的

肠道传染病虽然居各类传染病发病之首, 但以疟疾

为主的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危害也甚为严重,

其发病率仅次于肠道传染病居第二位, 发病人数则

占了全部传染病发病人数的 40%。尤其是疟疾, 在

全军各种传染病发病排序中居第一位。造成军队传

染病这种流行态势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建国前后随

着军队渡江南下及向华东、华南及西南地区进军, 大

批部队进入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恙虫病等虫媒

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疫区, 致使这些疾病在部队广泛

发生, 甚至流行。

我军历来重视部队卫生防病工作。面对建国初

期军队传染病流行的严峻形势及抗美援朝反对敌人

细菌战的需要, 军队及时采取了以防治疟疾等虫媒

传染病为重点的策略, 通过与全国人民一道大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及采取一系列得力有效防治措施

后, 使得虫媒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 发病率大为降

低, 至 50 年代中期以后, 虫媒传染病在军队传染病

的发病中已降至较次要地位, 而以痢疾为主的肠道

传染病相对重要性更为突出, 细菌性痢疾成为军队

第一位的传染病, 病毒性肝炎也开始在部队中较为

广泛的发生和流行。针对此种形势, 军队传染病防

制策略适时地转变为以痢疾、病毒性肝炎等肠道传

染病防制为重点, 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

几十年的努力, 加上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被逐渐控

制, 以及军队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和医

学科学技术的进步, 军队传染病防制取得明显成效,

这主要体现在: ¹ 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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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建国初期军队传染病的发病率为 100%计, 则 90

年代末期传染病的发病率仅为 2% 左右, 下降了

98%。其中,从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呈直线下

降,此后 10年升降幅度不大, 70 年代中期以后则进

一步降低。º传染病在全军各类疾病的发病排序

中,从建国初期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 年发病病例数

仅占全部疾病发病例数的 1/ 10 左右。 »传染病谱

发生了很大变化。肠道传染病虽始终为军队各类传

染病发病的首位, 但其构成比已较建国初期有了显

著增大, 即由建国初期的 55% 升至 90 年代末期的

65%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则从建国初期传染病

发病序位的第 2 位降至目前的第 4 位, 其发病人数

构成比从40%降至2% 左右,下降更为显著; 相反,经

血和性传播疾病,建国初期在军队中发病甚少, 但目

前发病人数已占军队传染病发病数的 14% 左右, 居

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列第 3 位。因此, 从

总体上看,我军传染病发病状况已属先进的发展中

国家传染病流行模式。

二、军队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成绩

1.首先或较早发现证实了类鼻疽、莱姆病及几

种新型病毒性肝炎在我国的存在, 并对其进行了较

系统的研究。

¥ 我国类鼻疽的发现与研究[ 2] : 类鼻疽是在热

带地区早已发现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该病曾使侵越

法军和美军遭受过较大损失, 但在我国一直未有本

病报告。70 年代中期, 在海南岛发生了从内地运抵

的军马检疫马鼻疽点眼试验为阳性, 疑为马鼻疽感

染而予以处理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 后经军事医学

科学院和广州军区医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实地调查,

发现马鼻疽点眼试验阳性的马系因感染了类鼻疽引

起的交叉反应, 从而引发了对本病的深入研究。首

先,通过对来自人、畜、水体及土壤等标本的病原体

分离或血清学检验,证实了类鼻疽在我国的存在; 其

次是基本查明了我国类鼻疽疫源地的分布范围, 即

分布于北纬 24b以南的热带边缘地区。分析认为此

分布与气温关系最为密切, 因疫源地都分布于一月

份平均气温 12 e 等温线以南区域; 最后是阐明了本

病的危害,疫区人兽血清学调查表明本病感染率相

当高,家畜感染后可致严重经济损失, 人感染后可呈

长期隐性感染和带菌,一旦抵抗力下降可突然发病,

急性败血症型病死率高达 90%以上。

¦ 我国莱姆病的发现与研究:莱姆病是 70 年代

中期在美国首先发现, 现已知广为全球分布的一种

新的蜱传螺旋体病。80 年代中期, 军事医学科学院

科技人员在黑龙江省海林县林区进行森林脑炎流行

病学调查时, 观察到居民中有患慢性游走性红斑等

疑似莱姆病临床表现的病人, 后经较系统的流行病

学、病原学、血清学研究及临床观察, 首先确认了莱

姆病及其疫源地在我国的存在[ 3]。这一发现迅速推

动了军队及全国莱姆病的调查研究及防治。军队先

后有数个单位分别在新疆、内蒙、吉林、辽宁、甘肃等

地进行了本病的调研, 对我国莱姆病的地理分布、疫

源地特征及防治等皆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 我国几种新型肝炎的发现与研究: 现已知的

七型病毒性肝炎除甲、乙型肝炎外, 因系近 20 年或

新近才发现, 皆可称之为新型肝炎。军队流行病学

研究人员在我国新型肝炎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成

绩。

¹ 在我国较早发现和证实了戊型肝炎的存在。

1985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室通过应用排

除甲、乙型肝炎结合戊型肝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方法,

对多起肝炎爆发疫情调查, 证实了我国存在戊型肝

炎[ 4]。其后又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流行病学研究,

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同时在国内较早应

用国产恒河猴实验感染戊型肝炎并予以传代成功。

º1995 年底和 1996 年初, 美国两个研究小组分

别确认了庚型肝炎病毒的存在。1996 年下半年, 军

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肝炎研究组首先

完成了中国人庚型肝炎病毒全基因的克隆和测

定[ 5] , 并在美国基因数据库注册。此成果被评为/ 96

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0之一。同时,他们及军内某

些单位还对我国部分地区不同人群进行了庚型肝炎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结果表明庚型肝炎病毒感染在

我国广泛存在。

»1997 年底,日本学者报告发现了另一新型肝

炎病毒, 称之为TTV。1998 年 6 月, 军事医学科学院

肝炎研究组首先报告了我国人群中也存在 TTV 感

染[ 6] , 并随后克隆和测定了中国首株 TTV 的全基因

序列( Genbank 注册号: AF079173)。此成果被评为/ 98

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0之一。同时,他们及其协作

单位还成功地建立了检测 TTV DNA 的 PCR 及斑点

杂交方法; 建立了TTV实验感染的动物模型;分子流

行病学研究表明, 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均存在 TTV 感

染, TTV可能是非甲~ 戊型肝炎的重要病原。

2. 对军队常见或有潜在威胁的许多传染病开展

了富有成效的流行病学研究, 丰富和发展了对我国

许多传染病流行病学的认识。建国 50 年来, 军队许

多科研、教学及防疫单位的流行病学工作者针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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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平战时常见的及具有潜在威胁的多种传染病, 如

疟疾、蜱传斑点热、恙虫病、Q 热、肾综合征出血热、

登革热、野兔热、病毒性肝炎、感染性腹泻病、流感、

肺结核等都曾开展过较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 并取

得了显著成绩。其研究结果, 不仅在指导部队对这

些疾病的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丰富和发

展了对我国许多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认识, 以下仅举

几个突出的例子加以说明。

¥关于肾综合征出血热传播途径的研究: 肾综

合征出血热的传播途径相当复杂, 虽然以往国内外

学者都对此做过不少调查研究, 但仍有一些问题未

能定论或证据不充分。80 年代中期开始, 由军事医

学科学院、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及南京军区医学研

究所共同组成的协作组, 对肾综合征出血热传播途

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7] , 取得的主要结果是:

¹ 通过实验研究和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式, 从本病

病原体汉滩病毒气溶胶来源、气溶胶传播及气溶胶

感染三个环节全面证实了肾综合征出血热气溶胶传

播的存在,且在一定条件下是鼠、人间传播的主要途

径。该研究结果解决了气溶胶能否传播肾综合征出

血热这一国内外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º进一步系

统地证实了经皮肤伤口和粘膜传播为本病流行的重

要传播途径,系统证明了本病经口传播的可能性及

其传播条件。»全面严格地提供了本病经螨传播的

证据,包括革螨、小盾纤恙螨的自然感染、叮刺感染

及经卵传递的证据。¼ 通过实验研究, 证实在鼠类

中存在汉滩病毒的宫内垂直传播。

¦ 关于恙虫病自然疫源地的研究[ 8] : 恙虫病是

我国早已认知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战时对军队危害

甚大。鉴于建国初期, 在进驻福建、广东、云南及浙

江的部队先后发生多起恙虫病的流行, 为防治本病,

军队流行病工作者早在 50 年代就对一些省份进行

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基本摸清了本病疫源地的分布、

贮存宿主、传播媒介及部队感染方式。我国恙虫病

的地理分布, 原以为仅局限于南方各省, 但至 80 年

代中期,军事医学科学院、南京军区医学研究所先后

报告在山东、江苏发现证实存在恙虫病及其自然疫

源地,大大促进了我国北方恙虫病的调查研究工作。

其后在北方多地发现有本病的发生及其疫源地的存

在,其中包括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在东北三省、军事

医学科学院在山西运城地区先后发现本病疫源地。

§ 对于新疆北亚蜱传斑点热疫源地的发现和研

究[9] :北亚蜱传斑点热是由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引起

的一组疾病中的一种, 它主要分布于东从俄罗斯远

东地区起, 西至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一些国家止的广

大区域内, 蒙古及巴基斯坦也有本病存在。我国仅

在 60 年代在黑龙江省发现有本病疫源地, 70 年代

中、后期,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新疆军区医学研究所共

同在新疆西北部地区进行了本病的调查研究, 从病

原、媒介及贮存宿主三方面系统发现证实了伊宁、博

尔塔拉、塔城和阿尔泰 4 个地区广泛存在着本病自

然疫源地, 经调查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畜广泛存在本

病的自然感染, 并通过试验研究揭示了病原体在蜱

体内可经卵传递, 进一步肯定了蜱在本病传播中的

作用。

三、经验和体会

5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 军队传染病防

治及其流行病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 除与军

队各级领导重视和广大专业人员勤奋工作密切有关

之外, 以下几点实践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根据军队传染病实际流行情况制定军队防疫

策略。如前述建国初期针对疟疾等传染病对军队严

重危害, 将虫媒传染病防制作为疾病防治重点,对在

野外行军作战的部队采取以药物预防为主、防蚊灭

蚊为辅, 对进驻营房的部队采取以控制传染源和防

蚊灭蚊为主、药物预防为辅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5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痢疾成为军队第 1 位传

染病, 病毒性肝炎发病明显增多之形势, 军队防疫策

略及时调整为以细菌性痢疾、病毒性肝炎等肠道传

染病防治为重点, 采取了以加强和改善部队饮食饮

水卫生、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使部队

的肠道传染病发病率大为下降。

2. 充分应用卫生流行病学侦察和疾病监测手段

进行疾病防制。军队在卫生防病工作中形成了一个

很好的传统, 即部队在执行作战、演习、换防前,对拟

进入或进驻的新地区都要事先进行卫生流行病学侦

察, 摸清当地卫生流行病学情况, 部队进驻可能遇到

的问题, 提出部队应采取的防治对策和措施。同时,

军队也十分重视自身疾病发生状况的监测工作, 从

50 年代起军队就建立了自己的疫情报告制度, 90 年

代又根据现代疾病监测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了军队疾病监测系统。实践表明, 卫生流行病学侦

察和疾病监测在军队传染病防制中的作用虽然是无

形的, 但成效却是巨大的。

3. 根据军队实际防疫工作需求, 并结合国内外

传染病研究进展选择军队流行病学研究方向和课

题。50年来, 军队流行病学工作者一方面针对不同

时期危害军队常见传染病开展了大量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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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一方面又针对战时特殊环境中可能危害部

队的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

究。同时, 注意追踪国内外有关研究新进展和新动

向并在实践中予以结合, 从而保障了军队流行病学

研究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4.采用现场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 传统技

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研究途径。实践表明, 流行病

学研究要想取得成绩和有所发现, 流行病学工作者

必须要深入到疾病发生的现场, 进行艰苦细致的现

场调研,收集有关资料、采集有关标本。同时, 要对

现场采集的标本进行实验检测和相关的实验研究。

而且,在研究中, 要注意采用传统技术和现代分子生

物学技术、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以便更快更好

地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建国 50 年来, 军队在传染病防治和

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也积累了一些

经验。但军队传染病防治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

是在当前占军队传染病发病数 80%以上的三大疾病

中,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发病率近期尚难以有明

显降低,肺结核发病率近年来逐年升高, 防治任务依

然艰巨。二是军队和地方一样, 面临着全球传染病

威胁的新形势,一些老的传染病死灰复燃,许多新的

传染病不断出现和被发现, 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不断增强。三是军队传染病防治方

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防疫体制不健全、防疫力

量弱等。因此, 军队对传染病的防治仍不能掉以轻

心,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相信军队传染病防治和流行病学研究在未来会取得

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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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病例因眼部症状首诊眼科 3例临床分析

许伟  柴淑霞  王磊  纪光辉  严萍  段芸  努尔克孜  杨友华

  对 1998年收治的以眼部症状首诊眼科的 3例艾

滋病病人进行临床分析。该 3 例均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艾滋病监测中心用蛋白印迹法, 确认为抗- HIV

阳性的青年。均为男性。有反复发热、消瘦史,

2例抗- HCV阳性, 2例胸部CT片示有类似结核病

作者单位: 83500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友谊医院(许伟、王磊、纪光辉、严萍、段芸) ;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中心血站(柴淑霞、努尔克孜、杨友华)

变, 尿检蛋白阳性。眼部症状表现各不相同, 眼底出

血, 葡萄膜炎,带状疱疹及眼睑脓疡。其中 1 例于收

治 10天后全身皮肤溃烂,浮肿, 死亡。该3 例病人感

染途径明确, 为共用未消毒注射器静注毒品, 引起的

水平传播。均为内地感染, 在当地传播。在艾滋病

的防治中要重视眼部并发症。另外眼科医生应注意

自身的防护和医疗器械的消毒。

(收稿: 1999- 01- 10  修回: 1999- 03- 04)

#199#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99年 8月第 20卷第 4期  Chin J Epidemiol, August 1999, Vol. 20,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