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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暴发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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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永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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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暴发疫情!了解其流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加强暴发疫情的预防和控制'

方法
!

利用暴发疫情调查资料!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疫情特征'结果
!

永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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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发生
86

起传染病暴发疫

情!呼吸道传染病占疫情总数的
6'&405

!主要病种为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疫情主要发生在农村小学!占总数的
*8&4*5

$时间分

布呈双高峰!即
8

!

*

月和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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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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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加强卫生和教育部门联合预防和控制机制!改进学校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加强对公众和学校师生的健康教育!提高学生和儿童监护人的卫生防病知识水平和能力$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

医疗机构诊断水平和能力$落实传染病管理制度!加强学校晨(午间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并隔离传染源$加强预防接种和儿童入学

入托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建立免疫屏障'

关键词"暴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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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位于重庆市西部#距重庆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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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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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镇街#面积
$*0)

平方公里#人口
$$(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5

(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大量留守儿童分布在

各乡镇#集中在各乡镇上学#回家后由留守老人看管%流行性感

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等传染病比较常见%人感染
P0N6

禽

流感'埃博拉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病存在输入风险%

学校传染病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部分发展为暴发疫情#严重影

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也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学生身

体健康(为了解传染病暴发疫情在永川地区的分布特征#分析

其主要影响因素#便于在今后工作中加强传染病疫情的预防和

控制#现将永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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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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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暴发疫情特点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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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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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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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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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暴发疫情流行

病学调查处置等相关资料(每起暴发疫情病例按照有关诊断

标准确认#或经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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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采用
VbC>E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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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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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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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发生传染病暴发疫

情
86

起#总发病例数
$%*%

例#无死亡#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

80

起#占
6'&405

%发生最多的病种是流行性腮腺炎#

$%

起#其

次为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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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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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暴发疫情月份分布情况
!

见图
$

(从暴发疫情数

量月份分布上看#疫情呈双高峰分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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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形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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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

峰#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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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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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峰#共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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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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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暴发疫情基本情况

传染病种类
疫情数

$起&

构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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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数

$起&

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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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肝炎
$ %&*) $0 $&8)

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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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
* $%&4% 8) %&44

流行性腮腺炎
$% 8(&00 0%4 *4&$*

流行性感冒
* $%&4% $0' $8&6(

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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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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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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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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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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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暴发疫情人群分布
!

见图
%

(以农村小学生为

主#发生
%$

起暴发疫情#占疫情总数的
*8&4*5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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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暴发疫情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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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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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传染病暴发疫情的主要人群#其中又以农村小学生

为主)

$78

*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

&学生之间近距离接触#为呼

吸道传染病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容易传播疾病和形成一些

感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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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儿童和

老人传染病防控认识水平普遍偏低#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流

行性感冒'水痘等传染病危害的认识不足(一些儿童特别是首

发病例和疫情前期病例#病情较轻时未能得到监护人的足够重

视#自行到药店购药服用#不去医疗机构就诊#又担心耽误儿童

学习#坚持上学#致使传染源未及时被发现#未及时采取隔离措

施($

8

&一些早期症状类似于感冒的传染病#一些症状轻微的

患者容易被忽视或误诊#报告时间滞后#从而导致疫情进一步

扩散#成为暴发疫情#甚至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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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

行性感冒'水痘等传染病相应的疫苗属于自费接种疫苗#农村

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接种率低#这部分儿童未建立有效免

疫屏障#易感人群在学校聚集#一旦有传染源#疫情在学校容易

扩散($

*

&部分中学生往往在小学时曾经感染以上病毒获得免

疫力#故不是疾病的主要人群(

永川区传染病暴发疫情发生具有明显的双高峰时间分布

特征#国内也有类似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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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部分暴发疫情发生在学

校#因而#学校疫情的走势决定了全区暴发疫情的总体趋势(

出现高峰的时间在每学期开学的第
$

!

8

个月#疫情暴发后#部

分学生通过显性感染或隐性感染而获得免疫力#每学期第
%

个

月暴发疫情发生率相对较小%其中发生在
8

!

*

月暴发疫情多

于
6

!

$$

月#可能与永川区属亚热带气候#每年
8

!

*

月#气温

变化频繁#温差较大#教室往往关闭门窗上课#通风比较差有

关#这样更有利于呼吸道传染病传播(本研究由于观察数据较

少#有待进一步扩大数据进行研究(

暴发疫情以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常见#除以上原因外#主要

与流行性腮腺炎大多无前驱症状#患者在腮腺肿大前
).

已排

出病毒#此时患者具有高度传染性)

074

*

%隐性病例多#传染源不

易被发现#约
%(5

!

'(5

的腮腺炎患者无腮腺肿大#造成诊

断'预防和隔离方面的困难)

6

*

%潜伏期'传染期长等特点有关(

水痘的传播途径除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患儿胞浆液直接传播

外#还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用具传播)

074

#

$(

*

(引起感染的机会

多#并且易感儿童接触后
6(5

发病#显性病例多#故水痘也成

为主要病种(

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卫生和教育部门

建立联合预防和控制机制#及时互通信息#定期共商预防和控

制形势#及时发现学校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薄弱环节#不断

改进学校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

$$

*

%$

%

&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和

学校师生健康教育#提高学生和儿童监护人的卫生防病知识水

平和能力#增强就医主动性)

$%7$'

*

%$

8

&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

务#提高医疗机构诊断水平和能力#落实传染病管理制度#防止

关口前移#落实学校晨'午间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并隔离传染

源#避免疫情扩大%$

'

&加强预防接种和入学入托查验预防接种

证工作#建立免疫屏障(

综上所述#永川区传染病暴发疫情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

多发生在农村小学(控制传染病暴发疫情的一个重要手段是

建立发展高效的疫情监测系统#加强传染病预警#及时处置苗

头病例是预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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