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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总结和分析厦门市恙虫病流行特征和基因型,探讨防控策略.方法　收集厦门市１９５４－２０１６年人间恙

虫病疫情资料,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人间恙虫病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患者和宿主动物开展恙虫病基因型检测.结果　厦

门市人间恙虫病疫情报告始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４－２０１６年累计报告病例９５０例,其中１９５４－１９８８年发病率波动在０~６．７５/１０
万,１９８９年后不再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近１０年发病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累计报告６９０例.病例以思明区和湖里区为

主,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季和秋季,男女性别比１．０２∶１;年龄以２０~６５岁为主;职业以农民最多.宿主动物以褐家鼠为主,恙螨

以地里纤恙螨为优势螨种,基因型以 Karp为主.结论　厦门市存在恙虫病疫源地,应开展以鼠螨控制为重点的综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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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andcontrolstrategyonScrubtyphusinXiamen,China

GUOZhiＧnan,CHEN Min,CHEN HuaＧfang,CHENGuoＧwei

(Xiamen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Xiamen３６１０２１,China)

Abstract:Tosummarizeandanalyzetheepidemi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genotypeoftheScrubtyphusinXiamenand
establishthecontrolstrategy,dataontheprevalenceofScrubtyphusinXiamenbetween１９５４to２０１６hasbeencollected,and
fieldinvestigationhasbeenconductedtostudytheprevalencebetween２００６to２０１６．ThegenotypingassayonOrientiatsutsugＧ
amushihasbeenperformedinthesamplescollectedfrombothpatientsandhostanimal．Resultsshowedthatthereporton

prevalenceinXiamenwasbeganin１９５４,intotal９５０caseshavebeendocumentedbetween１９５４to２０１６．TheprevalencebeＧ
tween１９５４to１９８８wasrangingfrom０to６．７５/１０００００．Since１９８９,Scrubtyphuswasnolongeranotifiabledisease,theinciＧ
denceinlastdecadesdemonstratedanelevationtrend．The６９０caseswereobservedbetween２００６to２０１６．Thecaseswere
mainlyfoundinSimingandHulidistricts,andthetimedistributionshowedanincidencepeakinsummerandautumn．Asfor

genderdistribution,themaletofemaleratiowas１．０２∶１．Mostofthecaseswereagedbetween２０to６５yearsold,andthe
farmersconstitutedthemajorityofcases．ThehostanimalinXiamenwasidentifiedasRattusnorvegicus,andthedominant
speciesofvectorwasLeptotrombidiumdelicense．ThegenotypingassayrevealedthatthedominantgenotypewasKarp．ThenaＧ
tureepidemicfocusofScrubtyphuswasdetectedinXiamen,therefore,thecomprehensivecontrolstrategyagainstmiteshould
be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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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恙虫病(ScrubTyphus)是由恙虫病东方体

(Orientiatsutsugamushi)引起的急性发热性传染

性疾病.它是一种由恙螨叮咬引起传播的自然疫源

性疾病.恙虫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全球大约有

５５％人口在恙虫病流行区域居住,每年发病人数大

约有１００万人[１].近年来,我国恙虫病疫情不断扩

散,发病呈上升趋势.为掌握厦门市恙虫病病流行

病学特征,为防控工作提供依据,我们对１９５４年以

来厦门市恙虫病发病资料、宿主、媒介和和病原检测

９４０１



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疫情资料　厦门市１９５４—２０１６年恙虫病发病

资料通过查阅«厦门市卫生志»[２]和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

１．２　恙螨宿主和恙螨调查　厦门市宿主和媒介资

料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在集美

区、海沧区和同安区开展相关调查,收集恙螨并鉴

定;采用无菌方法解剖鼠形动物,取鼠肝、鼠脾等脏

器标本,将鼠肝、鼠脾放入相应编号的无菌冻存管

内,送回实验室立即开展恙虫病检测.否则应置于

－８０℃超低温冰箱内保存.

１．３　恙虫病东方体分型检测

１．３．１　总肝组织、血液 DNA 的提取　对１６８份宿

主动物肝组织、１００份人血液 DNA 的提取,提取的

DNA进行巢式PCR检测后,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的检测,在１５０bp左右处有条带的话,进行一代测

序验证.

１．３．２　PCR扩增

１．３．２．１　设计恙虫病PCR检测序列和引物,进行巢

式PCR检测.

引物 序列 扩增片段/bp

a
５′ＧTACATTAGCTGCGGGTATＧ
GACAＧ３′

３０６~３３９

b
５′ＧCCAGCATAATTCTTCAACＧ
CAAGＧ３′

a′
５′Ｇ GAGCAGAGCTAGGTGTTＧ
ATGTAＧ３′

１５０~１６８

b′
５′Ｇ TAGGCATTATAGTAGGCＧ
TGAGGＧ３′

１．３．２．２　恙虫病PCR检测体系(２０μL)

一次及二次PCR反应体系

组分(１０μL体系) 体积/μL

１０×buffer ２．０

Mg２＋ １．２

dNTP １．６

TaqHS ０．２

SybrＧgreen ０．２

DNA １００ng
引物F、R(１０μmol/L) 各０．４

ddH２O 加至２０

１．３．２．３　恙虫病PCR检测条件

恙虫病东方体巢式PCR检测反应参数

循环数
变性

(９４℃)
退火温度第一、

二轮均选(５０℃)
延伸

(７２℃)

１ ５min — —

３５ １min １min １min

１ — — ５min

１．３．３　序列分析与结果分析采用巢式 PCR　鉴定

恙虫病患者全血标本和宿主动物肝 OtDNA.采用

OtDNA 为模板,按照特异性表面抗原 Ot５６KD 蛋

白基因片段设计针对引物对巢式PCR阳性进行测

序分析,在 GenBank中获得 Ot的注册序列,测序结

果与 Karp、Kawasaki、Gilliam、Kato、等序列顺序进

行比对,并用 DNAman软件读取数据,计算一组基

因序列内及基因组间进化距离,进行同源性对比、系
统进化树分析.

１．３．４　PCR检测试剂　DNA 提取试剂盒:TIANＧ
GEN组织/血液基因组;采用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合成的引物;PCR反应缓冲液:Qiagen(凯
杰公司);Taq HS 酶:TAKARA 生物工程公司;

dNTPs:东洋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厦门

科展生物有限公司.

１．３．５　仪器　ThermoFish公司生产的 Thermo
ScientificNanoDrop２０００;北京六一仪器厂生产的

BCＧsubMIDI电泳仪;KODAK GelLogic２００生产

的凝胶成像系统;湖南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 H１６５０ＧW 台式高速离心机;杭州博日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 TCＧXPＧD 基因扩增仪;ThermoFish
公司生产的台式恒温金属浴;ThermoFish公司生

产的微量移液器;苏州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的超净工作台;ThermoPikoreal９６荧光定量PCR
仪;QIAGENRotorＧGeneQ荧光定量PCR仪.

１．４　统计分析　SPSS１７．０软件对资料进行描述性

统计和卡方检验,P＜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疫情概况　厦门市人间恙虫病疫情报告始于

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４－２０１６年厦门市累计报告本地恙虫病

９５０例,年平均发病率１．０９/１０万;其中１９５４年报告

３８例,本地３５例,发病率６．７５/１０万;１９５５－１９６２
累计报告４６例,年均发病率０．９７/１０万;１９８２年以

后发病逐年增加,１９８７年形成一发病高峰,发病率

３．３９/１０万;１９８９年后不再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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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２００５年厦门市缺失恙虫病疫情资料;自２００６
年起开始恙虫病网络直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发病呈上

升趋势(χ２
趋势 ＝１６３．９４,P＜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累

计报告本地恙虫病６９０例,年均发病率２．０１/１０万,
厦门市恙虫病疫情概况和变化趋势,见表１、图１.

表１　厦门市１９５４－２０１６年人间恙虫病疫情概况

Tab．１　EpidemicsituationofhumanScrubtyphusfrom１９５４to２０１６inXiamen

年份 发病数 发病率(１/１０万) 年份 发病数 发病率(１/１０万)

１９５４ ３５ ６．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５ １．４９

１９５５－１９６２ ４６ ０．９７ １９８５ １９ １．８５

１９６３－１９６９ ０ ０．００ １９８６ ３１ ２．９７

１９７０ ３ ０．４０ １９８７ ３６ ３．３９

１９７１ ０ ０．００ １９８８ ３０ ２．７９
１９７２ ０ ０．００ １９８９－２００５ － －

１９７３ ４ ０．４８ ２００６ １１ ０．４７

１９７４ ３ ０．３６ ２００７ １４ ０．６０

１９７５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８ １．１５
１９７６ 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９ ２３ ０．９２

１９７７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４ ０．９５

１９７８ １ ０．１１ ２０１１ ３６ １．０２

１９７９ ２ ０．２２ ２０１２ ６０ １．６６

１９８０ ５ ０．５０ ２０１３ １２３ ３．３４

１９８１ ３ ０．３２ ２０１４ １７１ ４．５６
１９８２ １２ １．２４ ２０１５ ９７ ２．５５

１９８３ １４ １．４２ ２０１６ １０３ ２．６７

图１　厦门市１９５４－２０１６人间恙虫病疫情趋势

Fig．１　EpidemictrendofhumanScrubtyphusfrom１９５４
to２０１６inXiamen

２．２　地区分布　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厦门市报告的

６９０例恙虫病进行分析,６９０例病例中,思明区２７３
例,占３９．５７％,湖里区１１９例,占１７．２５％,各区发病

数详见表２.

２．３　时间分布　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厦门市报告的

６９０例恙虫病进行分析,按照公历法划分(四季划

分:３~５月春季、６~８月夏季、９~１１月秋季、１２~
次年２月冬季),厦门市恙虫病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

夏季,病例占５５．０７％;秋季占３１．３０％;春季占８．４１

％;冬季占５．２２％.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厦门市恙虫病地区分布

Tab．２　TheregionaldistributionofhumanScrubtyphus
from２００６to２０１６inXiamen

区 恙虫病发病数(例) 恙虫病构成比(％)

思明区 ２７３ ３９．５７

湖里区 １１９ １７．２５

同安区 ９１ １３．１９

海沧区 ９７ １４．０６

集美区 ７７ １１．１６

翔安区 ３１ ４．４９

不祥 ２ ０．２９

合计 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人群分布　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厦门市报告的

６９０例恙虫病进行分析,男性３４９例,女性３４１例,
男女性别比１．０２∶１;平均年龄４０．５９±２８．０１岁,以
中年为主,其中２０~６５岁５９４例(占８６．０９％),最小

年龄２岁、最大年龄８７岁;职业以农民最多,有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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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２１．３０％).

２．５　宿主动物　鼠类是恙虫病最重要的储存宿主,
目前我国１８种啮齿目动物发现恙虫病东方体,如黄

毛鼠、黑线姬鼠、褐家鼠、黄胸鼠等;其次为食虫目动

物,如臭鼩鼱;其他如兔、猪、猫和禽类也能感染[３].
张财兴于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在集美、杏林和厦门岛内共

捕获野栖鼠形动物１０６５只,黄毛鼠５０７只,褐家鼠

１０５只,黄胸鼠８４只,田小鼠４１只,臭鼩鼱３２８只,
以黄毛鼠(４７．６１％)为优势鼠种[４];市防疫站于１９８７
年患者可疑感染的地点万石植物园、南普院南坡、日
光岩进行捕鼠调查,食虫目臭鼩的数量最多,占

８２００％[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在海沧、集美和同安共捕获

鼠形动物６４０只,褐家鼠４５３只、臭鼩８８只、黄毛鼠

６２只、黄 胸 鼠 ３１ 只 和 小 家 鼠 ６ 只,以 褐 家 鼠

(７０７８％)为优势鼠种.

２．６　媒介恙螨　恙螨幼虫是恙虫病的传播媒介,我
国已经证实的媒介有地里纤恙螨、小盾纤恙螨、微红

纤恙螨、高湖纤恙螨、海岛纤恙螨和吉首纤恙螨

等[３].张财兴于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捕获野栖鼠形动物

１０６５ 只,７８１ 只 带 恙 螨,染 螨 率 ７３．３３％,检 出

８２０２９只恙虫,恙螨总指数７７．０２,经鉴定恙螨种类

有２科３亚科７属８种,按构成比依次为中华无前

恙螨(５４．５６％)、地里纤恙螨(４０．０３％)、羊城背展恙

螨(３．３０％)、巨 螯 齿 恙 螨 (１．０４％)、小 板 纤 恙 螨

(０５５％)、伊香钳齿恙螨(０．２６％)、香港合轮恙螨

(０１９％)和福建爬虫恙螨(０．０６％)[４];厦门市防疫

站于１９８７年调查鼠形动物染螨率高达５２．４０％,螨
指数５３．９０,地里纤恙螨在厦门市占绝对优势,占各

种恙螨总数的８７．７％[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调查鼠形动

物６４０只,共检出恙螨７９１只,经鉴定隶属１科２亚

科３属６种,以地里纤恙螨为优势螨种,３７０只,占

４６．７８％;其他依次为小板纤恙螨(３６．４１％)、羊城背

展恙螨(８．３４％)、中华无前恙螨(４．１７％)、红纤恙螨

(２．１５％)和异毛纤恙螨(１．７７％).

２．７　病原型　目前恙虫病东方体的基因分型主要

包括 Karp、Kato、Gilliam、TA７６３、TA６７８、TA７１６、

Kawasaki、Kuroki、Shimokoshi等,我国福建、广东

地区以 Karp型为主,江苏北部、山东地区以 KaＧ
wasaki型为主[３].市防疫站于１９８７年从寄生的臭

鼩地里纤恙螨分离出６株恙螨立克次体[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检测可疑患者１００份全血,阳性２４份,阳性

率２４．００％,检测鼠形动物肝１６８份,阳性５３份,阳
性率３１．５５％.阳性７７份标本中,Karp阳性６６份,
占８５．７１％(６６/７７)、Gilliam 阳性１０份,占１２．９９％
(１０/７７)和kato阳性１份,占１．３０％(１/７７);２４份人

间恙虫病东方体基因分型:Karp阳性１４份,Gilliam
阳性９份和kato阳性１份,以 Karp阳性为主,占

５８．３３％(１４/２４).５３份阳性基因分型:Karp阳性

５２份,占９７．１１％(５２/５３)和 Gilliam 阳性１份,占

１８９％(１/５３),见表３－５、图２.

表３　厦门市恙虫病东方体来源分布

Tab．３　TheorigindistributionofOrientiatsutsugamushiinXiamen

来源 样本编号 检测结果 菌株编号 基因分型 登录号 采集地点

人 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２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３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７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１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２５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人 ２７ 阳性 China/GDst１３F Karp KJ１８８１７９．１ －
人 ３４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３６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３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４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４２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人 ４３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４５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５４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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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来源 样本编号 检测结果 菌株编号 基因分型 登录号 采集地点

人 ６２ 阳性 GanzhouＧ０２ Gilliam KU２１５５９９．１ －

人 ６７ 阳性 GanzhouＧ０２ Gilliam KU２１５５９９．１ －

人 ７７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７８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人 ８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７９ Kato KM４９２９１９．１ －

人 ８７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

人 ８８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人 ９２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人 ９５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

黄胸鼠 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翔安

褐家鼠 ２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翔安

黄胸鼠 ６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黄胸鼠 １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２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２３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黄胸鼠 ２５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２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３０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３４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３７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３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３９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４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４２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４３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４５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同安

褐家鼠 ４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湖里

褐家鼠 ４９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湖里

褐家鼠 ５０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湖里

褐家鼠 ５１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湖里

鼩鼱 ５２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鼩鼱 ５８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６２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６３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６４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小家鼠 ６５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７０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７１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湖里

褐家鼠 ７４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８０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８１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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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来源 样本编号 检测结果 菌株编号 基因分型 登录号 采集地点

褐家鼠 ８３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８４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９３ 阳性 GDys２１G Karp KJ１８８１８１ 同安

褐家鼠 ９６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９７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９８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９９ 阳性 GDQY１３０５２ Gilliam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０２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０４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０６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０８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１０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同安

褐家鼠 １１２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集美

鼩鼱 １１４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集美

鼩鼱 １１５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集美

黄胸鼠 JM 肝１７５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鼩鼱 JM 肝１５２０７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褐家鼠 JM 肝１５２１４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褐家鼠 JM 肝１５２１７ 阳性 KM１１Ｇ２ Karp GU４４６５９１ 集美

褐家鼠 JM 肝１５２２９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褐家鼠 JM 肝１５２３８ 阳性 GDＧE１４０８４ Karp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集美

表４　厦门市不同鼠形动物基因型分布情况

Tab．４　GenetictypingofmammalswithOrientiatsutsugamushi,thecausativeagentofScrubtyphusinXiamen

类型
不同宿主动物感染东方体基因类型分布

Karp/％ Gilliam/％ 合计/％

宿主动物 褐家鼠 ４１/１３１(３１．３) １/１３１(０．８) ４２/１３１(３２．１)

黄胸鼠 ５/９(５５．６) － ５/９(５５．６)

臭鼩 ５/２０(２５．０) － ５/２０(２５．０)

小家鼠 １/５(２０．０) － １/５(２０．０)

黄毛鼠 － － ０/３(０．０)

区 湖里区 １２/２６(４６．２) － １２/２６(４６．２)

集美区 １０/６３(１５．９) － １０/６３(１５．９)

同安区 ２８/７４(３７．８) １/７４(１．４) ２９/７４(３９．２)

翔安区 ２/５(４０．０) － ２/５(４０．０)

合计 ５２/１６８(３０．１) １/１６８(０．６) ５３/１６８(３１．６)

２．８　疫源地类型　恙虫病在我国呈广泛分布,北方

和南方差异显著.长江以南以６－８月为流行高峰,
属于“夏季型”,宿主动物以黄毛鼠、黄胸鼠、褐家鼠

和黑线姬鼠为主,主要媒介为地里纤恙螨;长江以北

以１０－１１月为流行高峰,属于“秋季型”,宿主动物

以黑线姬鼠、社鼠和褐家鼠为主,主要媒介为小盾纤

恙螨[３].根据厦门市恙虫病流行病学特征、宿主动

物、媒介恙螨和病原基因型,厦门市属于“夏季型”,
主要宿主动物以褐家鼠和臭鼩鼱为主,媒介恙螨以

地里纤恙螨为主,基因型以 Karp基因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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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厦门市不同鼠形动物基因型菌株分布情况

Tab．５　StrainsorcloselyrelatedstrainsofOrientiatsutsugamushiidentifiedinsmallmammalsinXiamen

基因 菌株 数量/％ 基因编号 地理位置 来源

Karp GDＧE１４０８４ ２６(４９．１) KM４９２９２０．１
翔安(２),集美(６),湖

里(４),同安(１４)
褐家鼠 (２０),黄胸鼠 (５),

臭鼩 (１)

KM１１Ｇ２ ２５(４７．２) GU４４６５９１．１
集美(４),湖里(８),同

安(１３)
褐家鼠 (２０),臭鼩 S．(４),

小家鼠(１)

GDys２１G １(１．９) KJ１８８１８１ 同安(１) 褐家鼠(１)

Gilliam GDQY１３０５２ １(１．９) KJ１８８１９７．１ 同安(１) 褐家鼠 (１)

图２　厦门市恙虫病病原型分布图

Fig．２　Phylogenetictreebasedonthe５６ＧkDaTSApartial

genesequenceofO．tsutsugamushiinXiamen

２．９　防控策略　针对厦门市恙虫病流行病学特征,
采取以灭鼠灭螨为主的综合性防控策略.一是在恙

虫病流行季节前和流行季节开展预防性灭鼠灭螨工

作;二是在流行季节加强健康教育保护人群健康,如
野外作业时,应加强个人防护;三是开展环境治理,
创造良好的卫生环境;四是加强监测,及时掌握厦门

市宿主动物、媒介和病原体变化;五是加强患者救

治,对恙虫病患者,用药要按时足量,防止复发.

３　讨　论

恙虫病是由恙虫病东方体感染引起的一种自然

疫源性急性病毒传染病,恙虫病主要传染源是鼠类,
恙螨幼虫是主要传播媒介[５],恙虫病发生和流行与

恙螨宿主和恙螨存在、繁殖相关.恙虫病在我国在

呈广泛分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达到高峰,１９８９
年后我国把恙虫病列为非法定报告传染病,不强制

法定报告.２００５年以来,随着施行网络直报,我国

恙虫病发病呈上升趋势,恙虫病已成为影响我国人

民健康的主要自然疫源性疾病之一.厦门市疫情资

料表明我市恙虫病发病已居我市报告的自然疫源性

传染病首位.
恙虫病流行于热带、亚热带,厦门市雨量充沛,

为昆虫孳生提供良好环境.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共报告

本地病例６９０例,年平均发病率２．０１/１０万,发病率

曲线呈上升趋势,呈现典型的“夏季疫源病”特征,可
能与厦门市人群在夏秋季参与野外活动多、且夏秋

季鼠、螨大量繁殖,密度高,增加了暴露风险等因素

有关系[６].２００６年以来厦门市恙虫病呈明显上升

趋势,特别在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年增加十分明显,可能

与厦门市加强恙虫病监测、提高病例发现及报告水

平、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厦门市恙虫病疫源地扩散

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７].
厦门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恙虫病男女性别比１．０２

∶１,发病年龄以２０~６５岁为主,职业以农民为主,
可能是农民居住在农村或郊区,环境差,鼠类多,参
加劳作过程中易接触到恙螨,退休人员由于晨练、郊
游等活动,接触恙螨幼虫染病.厦门市存在恙螨传

播的宿主动物和媒介恙螨,基因分型以 Karp为主,
占８５．７１％,厦门市应加强恙虫病东方病原体的基因

型别与病原毒力研究,及时发现可能发生的变异,为
厦门市恙虫病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下转第１０６７页)

５５０１１１期 郭志南等:厦门市恙虫病流行病学特征与防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