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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索农牧区人皮肤炭疽暴发疫情发生的危险因素,为今后农牧区防控人炭疽病提出合理建议.方法　在

发现疑似暴发疫情信息后,对辖区内就诊病例进行病例搜索和调查,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对感染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对养殖环

节及其卫生学开展调查,采集病例疱疹液、病例血清、剩余未食用完牛肉等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测.结果　此次疫情主要波及

到病牛肉销售所涉及的１５户人家,发病１０人,罹患率为２０％,平均潜伏期为５d,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手部皮肤出现炭疽

痈.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有病牛牛肉直接切割史的罹患率是５３％,无病牛牛肉直接切割史的罹患率为０％,两者罹患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实验室检测显示６例病例血清抗炭疽特异性抗体滴度出现４倍以上升高,其中一例病例疱疹液分离到炭疽杆

菌,３例病例食用剩余牛肉炭疽核酸检测阳性,追溯到的牛头炭疽核酸检测阳性.结论　本次疫情为一村民剥食感染炭疽杆

菌的病牛引起的皮肤炭疽暴发疫情,直接接触病牛牛肉为导致皮肤炭疽感染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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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June６,２０１６,anoutbreakofsuspectedcutaneousanthraxwasreportedbyTCountyCDC,XinjiangUygur
Autonomous,China．Aninvestigationwascarriedouttodeterminethemagnitudeandriskfactorsandtorecommendcontrol
measures．SuspectedcasesweredefinedasanyvillagerinTcountyresidentswhoseskinappearedrash,blisters,ulceration,

swellingofblackescharorulcerbetweenMay１andJune８．ConfirmedcaseweredefinedassuspectedcaseplusserologicalposＧ
itive,realＧtime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positiveorBacillusanthraciisolated．Weinterviewedcliniciansandreviewed
medicalfilesinthetownshipandcityhospital,andvisitedallhouseholdssearchingforcases．AcaseＧcontrolstudywasconducＧ
tedtoinvestigatetheriskfactorsofhumananthraxinfection．Threetypesofspecimenswerecollectedandtestedbyserological
detection,realＧtime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andbacterialculture．Through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１５families

purchasedbeefofasickcowonMay２６,２０１６．Between２９Mayand３June,tenpeoplefromthesefamilieswerediagnosedas
skinanthrax．Amongthem,six wereconfirmedcasesand
fourweresuspectedcases．Theattackratewas２０％．TheinＧ
cubationperiodwas３to７dayswithaverageincubation５
days．Themainclinicalmanifestationswerehandskinanthrax
carbuncle．Casecontrolstudyshowedthattheincidencesof

peoplewhoexposingornotexposingtocontaminatedbeefs
significantlydifferent,with５３％and０％respectively．Blood
serumsfromsixpatientsshowedthatspecificantibodytiter

５８



appearedtoincreasemorethan４times．B．anthraciwasisolatedfromherpesfluidofonepatient．B．anthracinucleicacidwas
detectedfrombeefcollectedfromfourfamilies．TheoutbreakwascausedbythevillagersexposedsickcowwhichinfectedbyB．
anthraci．Contaminatedbeefcausedthe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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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下午１８时,自治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工作人员在浏览传染病疫情

信息时发现 T 县人民医院一天内报告３例皮肤炭

疽病例(临床诊断),立即要求该县 CDC核实疫情,

２０时 T县CDC电话报告该县发生一起疑似皮肤炭

疽聚集性疫情,５例皮肤炭疽病例３例来自博斯坦

乡同一个村,另外２例分别来自附近不同的乡镇.
为核实此次疫情性质,查明病原并调查疫情波及范

围,了解疫情发生原因,提出进一步预防控制措施建

议,６月７日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和西部

FETP培训学员及新疆FETP学员组成调查组赴吐

鲁番市 T县开展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定义　本次调查中炭疽疑似病例定义为: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６月８日,T县居民中皮肤出现

斑丘疹、水泡破溃、肿胀或溃疡性黑色焦痂者;炭疽

确诊病例为:疑似病例中以下任一项检测阳性者:１)
溃疡分泌物镜检发现两端平齐呈串联状排列格兰阳

性大杆菌;２)血清、水泡浸出液、焦痂使用PolymerＧ
aseChainReaction(PCR)方法检测炭疽杆菌核酸

阳性;３)血清抗炭疽特异性抗体滴度出现４倍或以

上升高,４)细菌分离培养获得炭疽芽孢杆菌.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组通过查阅县人民医院门诊

登记、住院病历,并访谈医生和病例家属,查阅 T县

博斯坦乡卫生院电子就诊系统,访谈医生,通过县卫

生局及县CDC电话询问搜索其他乡镇疑似病例,并

要求所有乡镇启动零报告制度.

１．３　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　采集病例皮损部位

渗出液或涂抹物拭子、双份血液标本;采集病例家环

境样本(可能污染的土壤、剩余牛肉、牛头)标本.对

所有病例采集病灶分泌物或涂抹物拭子、环境标本

进行病原学分离.采集到的双份血液,送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ELISA 试验.同时对以上标本

提核酸,进行炭疽芽孢杆菌荧光定量PCR试验.荧

光定量试剂盒为达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分子

生物学检测方法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病原学及

血清学检测方法参见«WS２８３－２００８炭疽诊断标

准».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搜索到１０例皮肤炭疽病例,无
重症及死亡病,其中８例分布在博斯坦乡,１例分布

在托克逊镇,１例分布在伊拉湖乡;病例来自８个家

庭,病例年龄最小８岁,最大７５岁,年龄中位数为

３８岁;其中农民４例,医生２例、学生２例、教师１
例、工人１例.

２．２　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　最早１例病例在５月

３０日发病,最晚发病时间为６月３日,发病集中时

间为６月２日(５例),潜伏期最短为３天,最长为７
天,平均潜伏期为５天.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手等

暴露部位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水疱,周围组织肿胀、
浸润,中央坏死形成溃疡性黑色焦痂,周围皮肤肿

胀,疼痛不显著,皮肤痈直径均不超过２cm(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T县１０例皮肤炭疽病例临床特征一览表

Tab．１　Signsandsymptomsof１０cutaneousanthraxinacountyofXinjiang,China,２０１６(n＝１０)

症状与体征

Signsandsymptoms

比例(％)

Proportion

皮肤痈位置

Locationoftheskinabscess

比例(％)

Proportion

皮肤痈直径/cm
Diameter

皮肤痈 １００ 手部 ９０ 最小 ０．５

发热(腋温) ３０ 上肢 １０ 最大 ２

腋窝淋巴结肿大 ３０ 面部 １０

颌下淋巴结肿大 ３０

头晕、头痛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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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疫情发病情况调查　T 县博斯坦乡吉格代村

一村民因家中牛生病,因当地村民只吃宰杀放过血

的活畜,决定在病死前先行宰杀.村民为减少损失

决定以低于市场同期价格售卖,宰杀后仅通知并售

卖给自己的亲戚及邻居.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该村民

在家邀请其女婿宰杀,宰杀中无任何防护措施,宰杀

中其女婿发现牛淋巴结肿大,牛血颜色较正常动物

血色深.该村民害怕牛有病,因此让儿子将牛内脏

掩埋至村庄附近一深坑中,牛皮及牛头卖给当地一

收购商.当天宰杀后共有１５户居民在该村民家买

回或者拿回病牛牛肉,５月３０日村民的女儿的好朋

友首先出现症状,６月１日该村民的女婿左手拇指

及左臂上分别出现一个丘疹,当时自认为是被蚊虫

叮咬,后丘疹逐渐形成疱疹,且中间塌陷,有炭疽痈

样改变,其女婿为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因自己曾帮助

岳父宰杀病牛,自己发病后发现腋下淋巴结肿大,又
出现炭疽痈,且该村民的儿子也出现了炭疽痈,因此

怀疑自己是因暴露于感染炭疽的病牛而感染皮肤炭

疽.后来调查发现在６月１日村民的嫂子、村民邻

居的孩子都出现了临床症状,６月２日村民的儿子、
村民的侄女、村民的邻居及其邻居的另外一个孩子

也出现了临床症状,６月３日村民老婆的妹妹、村民

的大女儿也出现了临床症状,截止６月５日已经出

现多例病例.有两人出现炭疽痈后入住县医院并被

诊断为皮肤炭疽,该村民怀疑是牛肉所致,但未向乡

防疫员报告,也未向乡动物防疫人员报告,自行开始

收回已经售出的病牛肉,６月６日又有１例病例住

院治疗并被医院诊断为皮肤炭疽,自治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浏览疫情传染病报告卡时发现疫情有聚集

性.调查中发现所有病例均为该村民的亲戚或者好

朋友,所有病例均来自购买牛肉的１５户家庭,病例

涉及其中８户家庭中的１０人.除该村民女婿及儿

子外８例病例都在２６日将拿回的病牛牛肉带回家

后有分割或分拣接触暴露史.

图１　２０１６年新疆T县一起炭疽暴发疫情流行曲线

Fig．１　AnthraxoutbreakepidemiccurveinTCountyof
Xinjiangin２０１６

２．４　暴露危险因素分析　对１０例病例入户进行面

对面访谈,对参与病牛屠宰或接触病牛及其制品的

１５户村民(５１人)利用结构式问卷对发病前的暴露

方式进行信息搜集,初步发现所有病例均有病牛牛

肉切割(接触)暴露史,病例家未发病人员均无切割

(触摸)病牛牛肉暴露史,切割病牛牛肉为主要危险

因素,进一步调查发现１０例病例中有３例病例在暴

露生牛肉前皮肤有伤口史,且伤口部位与皮肤痈部

位一致,病牛牛肉切割暴露史在前,发病在后,未发

病病例均无切割病牛牛肉暴露史,因此推断村民私

自进行宰杀感染炭疽病牛及售卖病牛牛肉且无任何

防护措施是导致本次皮肤炭疽疫情发生的原因.

表２　T县博斯坦乡炭疽暴发疫情暴露史

Tab．２　Riskexposurehistorycomparisonofthecutting/

slaughteringduringCutaneousAnthraxOutbreak:

TKXCounty,Xinjiang,China,２０１６

暴露史

Exposurehistory

总人数

Number

发病数

Casenumber

罹患率(％)∗

Attackrate
切割暴露史 １９ １０ ５３

无切割暴露史 ３２ ０ ０

合计 ５１ １０ ２０

　　∗P＜０．０１

２．５　现场控制措施　调查组介入调查后将疫情进

展及时报告县卫生局及县畜牧兽医部门,T县对已

患病人员全部就地隔离治疗,对病例密切接触者及

所有有病牛牛肉暴露史人员进行随访,畜牧部门对

疫区进行封锁、追回已销售及分发的疑似病牛牛肉,
对病牛牛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疫点牛肉及其制品

污染环境进行规范消毒,对前期已经掩埋的牛肉、牛
头的深坑采用漂白粉浇灌消毒,再采用水泥浇灌后

再次掩埋,并在掩埋点进行了标示.因牛皮售卖给

另外一个地区 M 县农贸市场收购人员,牛皮未能追

踪收回.对该村所有易感动物进行炭疽免疫接种,
各乡镇卫生院开展炭疽零报告制度,至７月３０日再

无新增病例.

２．６　实验室检测结果　调查组对３例尚未结痂病

例采集水泡液样品,３家尚未食用完的病牛的牛肉,
以及病牛屠宰点环境标本,１例病例家掩埋病牛牛

肉的土壤和牛肉混合标本、收购病牛牛皮及牛头的

贩运人员家存储牛头标本,以上标本同时开展细菌

分离及核酸检测工作,对１０例病例分别采集了急性

期和恢复期血清进行特异性血清抗体检测(见表３)

７８１期 刘万里等:２０１６年新疆一起因屠宰病牛引起的皮肤炭疽暴发疫情调查



表３　标本采集及实验室初步检测结果

Tab．３　Resultsfrombacillusanthraxlaboratorytesting
fromPCR,cultureandserology,Xinjiang,China,２０１６

标本

Sample

标本数

Number

检测结果

Result
病例１疱疹液 １ ＋∗

病例２疱疹液 １ ＋

病例３疱疹液 １ －

病例１家购买牛肉 １ ＋

病例２家购买牛肉 １ ＋

病例３家购买牛肉 １ ＋

村民女婿家牛肉及土壤混合物 １ ＋

病牛屠宰点土壤 ５ －

收购商冰箱中牛头 １ ＋

１０例病例双份血清 １０×２ ６例病例血清阳性

　　注:∗为分离到炭疽杆菌,＋为核酸检测阳性.

Note:∗ Bacillusanthraciwasisolated ,＋ PCRresult
waspositive

在分别来自３家购买回的牛肉、该村民女婿家

买回的牛肉掩埋后的牛肉及土壤的混合物、收购商

买回的牛头、以及２例病例的疱疹液中均检测为炭

疽杆菌核酸阳性,１０例病例中有６例病例血清抗炭

疽特异性抗体滴度出现４倍或以上升高,其中一例

病例疱疹液中分离到炭疽杆菌.结合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因此可以认为此次疫情为一起因屠宰感染炭

疽杆菌的病牛引起的皮肤炭疽暴发疫情,疫情主要

波及到牛肉销售所涉及的１５户人家,其中有８户人

家的１０人发病.该村民的亲戚及邻居直接接触病

牛牛肉为导致皮肤炭疽感染的主要原因,切割病牛

牛肉为主要危险因素.

２．７　既往疫情及环境调查　疫情主要发生在博斯

坦乡的吉格代村,该村及其附近共饲养牛５００余头、
羊３０００余只、马１５匹、驴２５匹,均为放养加卷饲.
该村民家饲养５头牛,１２只羊,近两年内未购买过

牛羊,牛羊主要圈养,平时喂饲麦草、玉米杆.自５
月份以来该村民在附件田间割青草后带回喂饲,５
头牛中只有一头小牛在５月２５日食草明显减少,其
他牛羊未出现明显症状,也无死亡,２６日畜主发觉

牛呼吸困难加重,大量出汗,不进食,病情加重,其他

牛羊无类似症状,于是在２６日对该病牛宰杀后售

卖.访谈该县动物疾控人员,辖区所有牛羊之前未

免疫过炭疽疫苗,近期动物疾控部门也未接到其他

村民报告牛羊死亡及发病情况.访谈县疾病控制中

心人员得知该地区自８０、９０年代有炭疽疫情记载以

来,炭疽在该地区时有疫情发生,散发广泛.

３　讨　论

本次为一起因剥食感染炭疽杆菌的病牛引起的

人间皮肤炭疽暴发疫情,村民在牛患病后私自宰杀

及分割且无任何防护措施是导致本次皮肤炭疽疫情

发生的原因,也与国内外皮肤炭疽感染以屠宰、接触

病畜或其制品为主相似[１Ｇ５].该村民的女婿在宰杀

中发现牛淋巴结肿大,因此未将牛内脏卖给收购商,
而是由该村民儿子直接将牛内脏拉至附近的一深坑

中掩埋,接触牛内脏人员减少,否则流入市场后发病

人员可能还会增多.当地为炭疽疫区,当地不规范

的炭疽疫情处置导致当地部分土壤污染炭疽芽孢,
偶然的因素下土壤中炭疽芽孢杆菌随风和水迁徙污

染草造成牛食用后发病,再通过村民无防护的宰杀

而感染人[６].收购该病牛牛皮及牛头的商户未发

病,据该商户回忆,他在每次收购皮毛时均戴有一侧

含有乳胶的线手套,因此推断该商户未感染估计是

采取了手套防护而未接触污染的病原,在此次疫情

中更加提示今后应进一步做好职业暴露人员的日常

防护教育工作.
在处置疫情中发现,当地村民及畜牧部门未能

按照农业部颁布的«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炭

疽动物尸体、污染肉等污物因地制宜、就地焚烧[７].
而是将动物内脏及收回的牛肉掩埋至一深坑中,里
面铺洒石灰.最近实验室研究表明,炭疽芽孢杆菌

属中其他近缘杆菌的芽孢在有高浓度钙离子的环境

中,能延长存活时间.因此埋葬动物尸体加碱液或

生石灰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炭疽芽孢的生存[８].炭疽

杆菌暴露于空气中的生长型细菌形成孢子,炭疽杆

菌孢子可抵抗不利的环境条件和消毒,在被污染的

土壤中可存活多年.炭疽杆菌孢子在干燥的或经其

他方式处理的感染动物的皮和皮革上可存活数

年[８],炭疽杆菌能形成芽孢且在土壤中存活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９].这种简单铺洒石灰掩埋的方法,一
方面铺洒石灰后会使炭疽芽孢存活时间更长,另一

方面在废弃深坑中简单掩埋后,今后开垦荒地时极

易将炭疽芽孢再次暴露造成新的感染事件,还有就

是洪水一旦流入深坑中,携带炭疽芽孢迁徙到水流

所能到达的新的地区而再次形成新的疫区.这种简

单掩埋处理不彻底、不规范,可能会造成当地今后再

次发生畜间和人间疫情.
当地持续有炭疽疫情出现,因此建议加强当地

牲畜尤其是病死畜屠宰及销售管理,尤其在农牧区

村民有屠宰牛羊等牲畜的习惯,如果牲畜感染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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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后,村民为减少损失,在病畜死亡前会邀请亲朋

屠宰,极易造成人间炭疽疫情发生,疫情如果处理不

规范,会形成新的炭疽疫区,因此做好农牧区炭疽的

健康宣教工作,研究当地适宜的病畜淘汰补偿机制.
教育群众做到“三不一坚持”,即对炭疽动物不屠宰,
不剥食、不销售;坚持炭疽动物尸体火化.今后应建

立有效的畜间和人间炭疽疫情监测体系,加强多部

门合作提高其卫生安全意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及时发现和迅速有效处置疫情,减轻人兽共患病的

危害.
(感谢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炭疽室、FETP项

目办马会来、施国庆、申涛的悉心指导! 感谢新疆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吐鲁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托

克逊县疾控中心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本次调查的大力

支持与帮助! 感谢李新兰、石磊、古丽娜尔、古丽加

乃提、马丽、扎克娅在现场调查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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