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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自贡市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布鲁氏菌病暴发疫情特点,为非牧区布病聚集性疫情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自贡市布鲁氏菌病暴发进行现场调查,筛查重点及高危人群和涉及牲畜,分析疫情发生原因及特点,采取相

应控制措施.结果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共报告４起布鲁氏菌病本地暴发疫情,涉及２０例患者.病例共同暴露者筛查阳性率

１４６７％(１１/７６),畜间血清学筛查阳性率１６．６７％(１９/１１４);MLVA 分析显示分离到菌株与北京、宁夏分离菌株同源性为

９０６％.结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自贡布病疫情传染源均为病羊,食用未煮熟羊肉、私下引种(交易)山羊及无防护屠宰加工是引

起布鲁氏菌病暴发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国内重点地区牲畜引种、畜产品交易的检疫力度,加强对职业人群的监测工作,开展重

点人群的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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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aimedtodescribetheepidemi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brucellosisoutbreaksinZigong．Weperformed
afieldinvestigationofallbrucellosisoutbreaks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１,screenedthehighＧriskgroupsandrelatedlivestock,andanＧ
alyzedthecaus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epidemic,toguidecontrolmeasures．Atotaloffourbrucellosisoutbreaksinvolving
２０caseswerereported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１．Thepositivityrateofserologicalscreeningwas１４．６７％ (１１/７６)amonghighＧrisk

groups,and１６．６７％ (１９/１１４)amonglivestock．MLVAanalysisindicatedthatthefiveisolatedBrucellastrainsshowed９０．６％
sequenceidentitytothestrainsisolatedinBeijingandNingxia．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１,infectedsheep/goatswerethesourceof
brucellosisoutbreaksinZigong．Themaincausesofinfectionincludedconsumptionofundercookedmutton,illegaltransaction
ofgoatsandunprotectedslaughtering．Therefore,quarantiningofsheepandlivestockisnecessaryinareaswithhighbrucellosis
riskinChina．Surveillanceandeducationofthepopulationwithhighriskoccupationsmustalsobe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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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简称布病)是由布鲁

氏菌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传染源主要为染

疫动物,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病畜、肉制品及排

泄物等感染[１].自贡市自２０１４年出现首次报告布

病病例以来,疫情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并多次出现暴

发疫情,为了解自贡市布病暴发疫情特征,为制定科

学有效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现将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自

贡市布病暴发疫情分析如下.

２５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暴发疫情监测　对自贡市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医疗

机构报告的所有布鲁氏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
其中从事牲畜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病例进行现场调查.暴发疫情指３周内,同一乡镇、
饲养场及屠宰加工厂等场所３例及以上急性期布病

病例.

１．２　现场调查　对病例家庭成员及共同暴露者进

行问卷调查.联合畜牧、食药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调查,查验病例所在村(街道)周边羊只交易、检疫情

况,评估病例所在街道及周边羊肉餐馆卫生学状况,
了解羊肉加工流程及人员职业暴露情况.

１．３　病例定义

１．３．１　疑似病例　２０１６年以来自贡市医疗机构报

告的布病病例以及与病例有关的职业人群(含养殖、
屠宰及餐馆加工等)及家属中,出现发热伴关节肌肉

疼痛、多汗乏力者.

１．３．２　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中,血清学阳性或者细

菌培养阳性.

１．３．３　隐性感染者　与病例具有共同暴露的人员

血清学检测阳性(SAT 滴度≥１∶１００)但无布病相

关临床表现者.

１．４　实验室检测　采取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T)
及试管滴度试验(SAT)对涉疫重点人群开展血清

学筛查,实验方法和判定参照 WS２６９Ｇ２０１９«布鲁氏

菌病诊断标准».所有医疗机构分离培养出的布鲁

氏菌菌株送上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鉴定

和分型.

１．５　溯源分析　利用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

列分析(multiplelocusvariableＧnumbertandemreＧ
peatanalysis,MLVA)技术,对布鲁氏菌病菌株采

用１６ 个位点进行引物扩增,根据测定的各点位

PCR 产物长度与已知标准菌株１６M 的１６个可变

数名串联重复 序 列 (variableＧnumbertandemreＧ
peat,VNTR)位点PCR产物序列、重复单元序列与

串联重复数目进行比较,计算待测菌株１６个位点的

串联重复数目[２Ｇ３].将各位点重复序列重复数与

MLVA数据库(http://mlva．upsud．fr)收录的布鲁

氏菌各种型菌株数据采用 BioNumerics５．０软件,
利用非加权配伍图平均法对１６个位点进行聚类分

析,获得 MLVA聚类图.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利用Epiinfo７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布病病例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自贡市医

疗机构报告布病病例３５人,病例中男性占６２．８６％
(２２/３５);病例年龄跨度最小１９岁,最大７６岁,中位

发病年龄为４９岁;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３－６
月;人群分类以从事餐馆生肉加工、屠宰及养殖人员

为主,分别占 ２８．５７％(１０/３５)、２５．７１％(９/３５)及

２２８６％(８/３５).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重点人群筛

查,共发现符合布病暴发疫情定义４起.

２．２　暴发疫情特征分析　４起暴发疫情传染源均

为病羊,均与外地输入羊只存在关联.暴发疫情一

共涉及患者２０人(含隐性感染者),无死亡病例.２０
人布病患者中,其中７例为医院报告,另外１３例通

过主动筛查发现;主动筛查时共采集相关人群血清

样本７５份,经检测血清学抗体阳性１３人,阳性率

１７．３３％,２人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发病(以脱离传

染源起算)(表１和表２).疫情输入可能原因中,３
起与养殖户引种未检疫羊相关,１起为羊肉餐馆

聚集.

表１　自贡市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布病暴发疫情基本特征及重点人群筛查情况

Tab．１　EpidemiccharacteristicsandpopulationscreeningofbrucellosisoutbreaksinZigongCity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１

年份 事件 可能暴发原因 暴发模式
医院

报告

主动筛查

筛查人数
阳性数

(％)
潜伏期内

复阳数

２０１６ A 外地引种 家庭散养 １ ３３ ２(６．０６) ０

２０１９ B 食用未煮熟羊肉 散发 ４ 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０ C 养殖＋餐馆 中转站＋餐馆 １ ６ ４(６６．６７) １

２０２１ D 养殖＋屠宰 家庭散养＋屠宰场 １ ２６ ６(２３．０８) １

合计 － － ７ ７５ １３(１７．３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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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自贡市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布病暴发疫情２０例病例基本情况

Tab．２　TwentycasesofbrucellosisoutbreaksinZigongCity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１

事件 编号/性别 年龄 职业及关系 发现方式 接触史 实验室检测

A １/男 ５０ 农民/养羊户 医院报告 饲养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２/女 ４９ 农民/男１妻子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１００)

３/男 ５２ 农民/男１邻居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２００)

B ４/男 ６０ 工人 医院报告 食用羊肉汤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５/女 ５０ 商业服务 医院报告 食用羊肉汤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６/男 ６４ 退休人员 医院报告 食用羊肉汤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７/男 ４９ 家务待业 医院报告 食用羊肉汤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８/女 ４８
餐馆从业人员/病例４－７餐

馆从业人员
主动监测 生肉加工 试管凝集(１∶２００)

C ９/女 ５２ 农民 医院报告 饲养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１０/男 ５２ 农民/女９丈夫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８００)

１１/女 ２９ 餐馆从业人员/女９儿媳 主动筛查 生肉加工 试管凝集(１∶１００)

１２/男 ６５ 农民/女９工人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１６００)

１３/男 ３１ 餐馆从业人员/女９儿子 医院报告 生肉加工兼老板 血培养:布鲁氏菌

D １４/男 ３５ 工人 医院报告 饲养 血培养:布鲁氏菌

１５/女 ３７ 农民/男１４姐姐 主动监测 屠宰 试管凝集(１∶４００)

１６/女 ３５ 农民/男１４妻子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１００)

１７/女 ６２ 农民/男１４母亲 主动监测 饲养 试管凝集(１∶４００)

１８/男 ４３ 农民/女１５同事 主动监测 屠宰 试管凝集(１∶１００)

１９/男 ４９ 农民/女１５同事 主动监测 屠宰 试管凝集(１∶２００)

２０/男 ４９ 农民/女１５同事 主动监测 屠宰 试管凝集(１∶８００)

２．３　动物疫情调查　对自贡市４起因养殖、屠宰相

关联暴发疫情开展畜间血清学筛查,共采样１１４只

羊,检出阳性１９只,阳性率１６．６７％,扑杀１０９只山

羊,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见表３.

表３　畜间疫情血清学筛查

Tab．３　Serologicalscreeningofanimalepidemics

年份 事件 动物来源
筛查数/

只

阳性

数

阳性率/

％

２０１６ A 山东引种 ３７ ９ ２４．３２

２０１９ B
本省外地＋本地

山羊
－ － －

２０２０ C 外省＋本地山羊 ７２ １０ １３．８９

２０２１ D 外省＋本地山羊 ５ ０ ０

合计 － １１４ １９ １６．６７

２．４　病例治疗　对所有发现布病患者告知检测结

果,并督促其到自贡市定点治疗机构进行治疗,由乡

镇卫生院医生定期对患者开展随访督导.同时密切

关注无症状感染者,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所有患者均

已痊愈,无症状感染者无临床症状.

２．５　菌株鉴定及 MLVA 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我

市医疗机构共分离到５株布鲁氏菌,其中３株来源

于２０１９年某羊肉汤馆关联布病暴发疫情.经由四

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菌株进行复核鉴定,所有

菌株均为羊种布鲁氏菌病３型.MLVA 结果显示

所有菌株均为 MLVAＧ８基因型,为４２型,属于东地

中海型.其中２０１９年暴发疫情分离到３株布鲁氏

菌 MLVAＧ１６型别完全一致,与２０１８年报告病例

(某 屠 宰 场 工 人 )血 液 中 分 离 到 菌 株 (编 号

BSC２０１９１１)仅存在bruce０４位点存在重复数目差

异,与北京及宁夏地区分离到菌株同源性为９０．６％.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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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自贡市布鲁氏菌临床分离株 MLVA聚类分析

Fig．３　ClusteranalysisofclinicalisolatesofBrucella MLVAinZigongCity

３　讨　论

四川属于国家划定的布病二类防控地区,畜间

疫情监测为主动发现染疫动物的主要手段.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畜牧部门布病常态化防控监测累计检测羊

只血清样本２５９３０份,无阳性检出.近年来发现的

布病疫情大部分能追溯到外地输入,本地无布病持

续传播[４Ｇ７],人群和牲畜自然感染率和疫苗免疫率均

极低,疫情输入后容易引起暴发疫情.本研究４起

暴发中的２起源于中转站,另外２起发生在屠宰和

餐馆销售环节,以养殖场/中转站、集中屠宰点工作

人员为中心,向散养户、餐馆加工人员及消费者蔓

延,与我国北方布病传统牧区以牧民、兽医为主的散

发模式存在较大差异[８Ｇ１０].本研究对布病病例先完

成流行病学调查,联合畜牧、食药部门对其中有动物

接触史的病例进行现场追踪,不但发现了大量处于

潜伏期感染者并开展了早期治疗,还发现２处牲畜

疫点,病例和病畜发现率远高于直接监测水平[１１Ｇ１３],
提示这一模式在非牧区布病防控中可能存在推广运

用价值.
自贡市无成规模牧场,所消费羊肉主要来自外

地活羊输入.羊肉产业链模式主要为以家庭为单位

的养殖户购置外地山羊与本地羊混养,之后直接供

应集中屠宰点或当地羊肉餐馆.分子分型(MLＧ
VA)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自贡菌株均为４２型,与全国

主要流行毒株型别一致[１４Ｇ１５],２０１９年羊肉餐馆暴发

疫情分离菌株与２０１８年屠宰场工人分离的菌株均

与北京、宁夏分离布鲁氏菌菌株亲缘关系较近,提示

布鲁氏菌病随着畜牧业发展和畜产品的交易逐渐向

非牧区扩散,优质羊种引种及肉制品交易同时可能

会伴随布病持续输入的风险,加之本地羊中转站内

一直不断有羊购入和售出,不同批次的羊混养,可能

形成局部持续传播.
对于非牧区,应将牲畜中转站和屠宰场作为检

疫和管理重点,定期对场所内牲畜开展检疫手续查

验和畜间布病筛查,及时发现并剔除病畜,严格牲畜

分批次管理,对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开展定期布病筛

查,降低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因接触染疫动物造

成自身感染的风险.医疗机构发现布病病例后,应
对病例可能感染环境人员和牲畜开展筛查,早期发

现隐性感染病例和清除畜间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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