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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1991—2005年狂犬病流行情况

分析

郭绶衡 唐青 李浩 刘富强

·疾病监测·

【摘要】 目的 了解3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狂犬病流行强度及其

趋势。方法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每年疫情报告数据进行常规的动态对比分析。结果 15

年来中国31省均有狂犬病死亡病例报告，共报告14 942例。年均死亡率为0．080／10万，每5年年均

死亡率环比增幅为一66．24％和506．13％，定基比上升104．62％。15年合计年均死亡率前五位为广

西、湖南、贵州、江西和广东省。结论 中国至少有27个省有狂犬病病例发生；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主

要发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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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abies in all the 3l provinces in China，from 1991

to 2005 GL，o S愚D“一^P挖g’， 姒NG Qi咒g， LJ．H矗。， LJU。Fk—g如挖g．”胁咒日挖P，．。砂i胛fi口Z CP挖fP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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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study the epidemic intensity and trend of human rabies from 1991 to 2005

among 31 provinces，metropoli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so as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

Methods Contrasti、，e analySes were perfomed and the annual publishing data by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bntrol and Prevention were used．Results The total number of reDorted cases was 14 942 from

1991 to 2005 with an annual avera鼯mortality rate aS 0．080／100 000．The increase of five—years mortality

ratio on relative ratio with circular base of mortality rate were一66．24％(1996—2000 to 1991—1995)

and 506．13％(2001～2005 to 1996—2000)．When comparing incidence rates between 2000一2005 and

1991—1995，the relative ratio with fixed base increaSe became 104．62％．C蚰clIlsi咖 Among the 31

provinces，metropolis and municipalities，27 had reported human rabies cases． The enz∞tic are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drainage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The incidence rates of Guangxi，Hunan，Guizhou，

J langxl and LTuangdong were the hlghest．

【l(ey words】 Rabies；Annual average mortality rate；Enz∞tic area

狂犬病在中国分布广，危害极大，其流行与因

素分析方面的报道较多’1。6 o。但狂犬病在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省市区)之间发病强度的比较以及

不同期间的动态分析较少。本文对3个“五年计

划”期间(1991—2005年)31个省市区狂犬病发

病情况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动态分析。

资料与方法

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疫情报告中的

狂犬病和总人口数据录入计算机，用Excel软件进

行一般的动态数据对比分析；由高到低排位次。

作者单位：410005长沙，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绶衡、刘

富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唐青、李浩)

结 果

1．31省市区狂犬病总流行强度：15年来31个

省均有死亡报告。合计报告死亡14 942例，年均死

亡率为0．080／10万。各年度狂犬病死亡率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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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1—2005年中国31个省市区狂犬病各年度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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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区15年报告狂犬病死亡数较少的有西

藏、青海各l例，宁夏6例、甘肃7例、新疆13例、重

庆(1998年开始统计)15例、天津16例、上海19例

和北京29例，其他22省市区为61～2588例(海南

与湖南省)；年均死亡率在0．001／10万～0．303／

10万，最高的前五位为广西、湖南、贵州、江西和广

东省(表1)。

表1 31个省市区3个“五年计划”期间报告狂犬病

年均死亡率(／10万)及其位次

注：“八五计划”为1991—1995年，“九五计划”为1996—2000年，

“十五计划”为2001 2005年；“一”为无数据或不宜定位次

每5年合计数据表明，1991—1995年报告狂犬

病4134例，年均死亡率为0．071／10万；1996—2000

年报告1469例，年均死亡率0．024／10万；2001—

2005年报告9339例，年均死亡率0．146／10万。环

基比增幅分别为一66．24％、506．13％，定基比上升

lU4．62％。

2．3l省市区狂犬病各阶段流行强度：1991—

1995年间重庆市未计算在内，青海无死亡病例报告

(表1)。死亡数最少的为西藏1例、宁夏4例、甘肃

6例和新疆、上海各9例，其他24省市区在12～546

例间(天津与湖北)。年均死亡率在0．004／10万～

0．271／10万，最高的前三位为贵州、湖北和广西，较

低的为新疆、甘肃和西藏等省区。

1996—2000年26个省市区(北京、天津、宁夏、

西藏和甘肃无死亡病例报告)中，狂犬病死亡数最少

的有青海1例、新疆2例、吉林和黑龙江各4例、云

南5例、重庆和上海各6例、海南7例、辽宁9例；其

他17省市区在13～325例(山西与江西)问。年均

死亡率为0．002／10万～0．158／10万。最高的前三

位为江西、广西、湖南省；较低的为黑龙江、新疆和云

南省区。

2001—2005年28个省市区(黑龙江、青海和西

藏无死亡报告)中，狂犬病死亡数最少的有北京和甘

肃各1例，新疆和宁夏各2例，辽宁3例，天津、上海

市各4例，吉林5例、山西6例、内蒙古7例、陕西8

例和重庆9例，其他16个省市区在26～1997例(海

南与湖南)间。年均死亡率在<0．001／10万～

0．604／10万间，最高的前三位为广西、湖南和贵州；

最低是甘肃、辽宁和北京市(表1)。

3．31个省市区3个“五年计划”时段狂犬病死

亡率比较：

(1)“九五”与“八五”计划期间比较：由于北京、

天津和青海3个省市区分别有一阶段无死亡报告与

重庆建直辖市不便对比，故对27个省市区进行比

较。2个省的年均死亡率出现增长，为江西(325／

112例)和广西(282／246例)；25省出现负增长，降

幅最大的为云南(5／126例)、四川(14／427例)和黑

龙江省(4／97例)；合计降幅为66．24％(表2)。

(2)“十五”与“九五”计划期间比较：有24个省

市区可以比较狂犬病年均死亡率，出现增长的有17

个省；出现负增长的有7个省。增幅最高的前3位

为安徽(540／16例)、河南(352／19例)和贵州省(867／

59例)；降幅前3位为内蒙古(7／22例)、辽宁(3／9

例)和山西省(6／13例)；合计增幅为506．13％。

(3)“十五”与“八五”计划期间比较：27个省市

区中狂犬病年均死亡率可以比较，10个省出现增

长，17个省负增长。增幅前3位为安徽(540／67

例)、广西(1770／246例)和湖南省区(1997／31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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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前3位为={匕京(1／28例)、辽宁(3／65例)和内蒙

古(7／105例)；合计增幅为104．62％。

表2 3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省市区报告狂犬病

年均死亡率增长幅度(％)比较

注：“～”不宜比较

讨 论

由于用某一年度狂犬病发病率来衡量其流行状

况往往因其自然波动而受到限制，本文采用5年年

均死亡率比较，能较好地反映其实际情况。近15年

来西藏和青海各报告1例狂犬病病例，宁夏、甘肃分

别为6例、7例。一般来说确诊狂犬病病例需要实

验室检测结果的支持，因其检测条件要求高难以全

部做到，这些报告狂犬病病例很可能为临床诊断病

例；也可能系归口病例。如果当地确实存在狂犬病

自然疫源地，则其人口不会太多或者其面积不是很

大，否则15年不会只发生数例病例。统计分析提

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安徽、贵州等

省区2001—2005年报告狂犬病病例数占3l省市区

总数的88％，而人口数只占36．5％，年均发病率在

0．17／10万～0．92／10万问，属于狂犬病高发病地

区，近几年有明显向外周扩散的势头。监测结果显

示，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中至少有27个省有狂犬

病疫源地；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主要疫源地。

近10多年来在国内，一方面人用狂犬病疫苗产

量不断增加，品种亦明显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另

一方面发病率却不断攀升；政府有关部门虽然也采

取了一些措施，但整体效果仍然不佳。由于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居民出于养狗看家和玩耍的

目的致使饲养数量不断攀升；加之桥梁、隧道增多，

为该病传染源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防制工作中

综合管理却明显滞后；对此，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

的分析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6。。狂犬病在发达国

家(包括香港特区)已基本得到控制。目前对该病进

行预防和控制不存在任何技术方面的困难；政府有

关职能部门应进一步予以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控

制措施。否则狂犬病死亡率还会在高水平徘徊，疫

区会进一步扩散，一些地区的发病已有逐步攀升的

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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