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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的时空分布变化特征,为制定本地区布病防控

策略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布病监测方法按«全国人间布病监测方案»和«沈阳市人间布病监测方案»进行.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

间布病疫情资料来自于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数据库.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布病疫情特征,进一步

结合 ArcMAP软件分析布病疫情的时空转换特征,绘制沈阳地区布病的时空分布图.结果　７年间沈阳地区共报告布病患

者１３５６例,其中２０１４年沈阳市区出现１例死亡病例;布病年均发病率的波动区间为(０．４６~４．５９)/１０万,趋势性检验χ２＝
５４１．４４,P＜０．００１,呈逐年递增趋势,而发病率增幅呈逐年递减趋势;春夏季为发病高峰期;病例以３０~５９岁男性农民居多.

从时空分布图上看,２００９年布病发病数和发病率最高的都是新民市,而到２０１５年发病数最高的是沈阳市区;发病率最高的是

紧邻市区的法库县;从地理信息上来看,病例高发区由西部的新民市向东部的沈阳市和法库县推移,疫区范围也由２００９年的

７个地区,扩大为２０１５年的１３个地区.结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沈阳地区布病疫情的时空变化特征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疫区

由局部地区扩展为整个地区,病例高发区由西部的新民市向东部的沈阳市和法库县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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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analysisofhumanbrucellosis
epidemicinShenyang,China,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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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analyzeth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brucellosisinShenyangareafrom２００９to
２０１５,andprovideevidenceＧbasedevidenceforthedevelopmentof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iesfordiseaseinthisarea．The
monitoringofhumanbrucellosisproceededinaccordancewiththeNationalHumanBrucellosisMonitoringMethodandtheHuＧ
manBrucellosisMonitoring Method,Shenyang．Thedataforhumanbrucellosis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１５wereobtainedfromthe
communicablediseasesurveillancedatabaseintheShenyang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anditsepidemiccharacＧ
teristicswereanalyzedwiththemethodsofdescriptiveepidemiology．Thespatialandtemporalchangesofhumanbrucellosis
werefurtheranalyzedusingtheArcMAPsoftwaretoproduceavisualizationofspatiotemporalpatterns．Resultsshowedthat
１３５６humanbrucellosiscaseswerereportedinShenyang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１５,includingonedeathinShenyangCityin２０１４．The
incidencevariedfrom０．４６to４．５９per１０００００duringthesevenyearspan(trendtestχ２＝５４１．４４１,P＜０．００１)anddisplayeda

prominentupwardtrendyearafteryear,whereasitsrateofincreasedisplayedadownwardtrend．Thepeakincidenceappeared
inspringandsummerofeveryyear．Amajorityofthepatientswere３０Ｇ５９ＧyearＧoldmalefarmers．In２００９,the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chartshowedthatthenumberofnew casesand
incidencerateofhumanbrucellosiswerebothhighestinXinmin．
In２０１５,however,ShenyangCityhadthehighestnumberofnew
casesandtheneighboringFakuCountyhadthehighestincidence
rate．Thegeographicalanalysisshowedthatareasofhighincidence
shiftedfromXinmininthewesttoShenyangCityandFakuCounＧ
tyintheeast,andtheepidemicareaexpandedfrom７regionsin

５５４



２００９to１３regionsin２０１５．Thechangesin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ofhumanbrucellosisintheShenyangareafrom２００９to
２０１５involvetheepidemicareaexpandingfromlocalareastocoverentireregions,andtheareasofhighestincidenceshifting
fromthegeographicallyＧwesternXinmintothegeographicallyＧeasternShenyangCityandFaku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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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病是布鲁氏菌属的细菌侵入机体,引起的变

态反应性人兽共患传染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１],又
称地中海热、波状热或马尔他热,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２].
对于动物与人类来说,布病并不是致命性传染

病,常常被政府部门和学者所忽视.从各个地区的

布病流行趋势来看,８０年代以前,我国人畜间布病

疫情主要发生在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和宁夏５
大牧区,８０年代以后,布病开始由牧区逐渐向半牧

区、农区以及小镇扩散,如山西、辽宁、河北和吉林

的发病率具有显著增长趋势[３].
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病因及分布等都与空间信

息具有紧密联系.传染病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和特

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疾病相关地图,它能直观地揭

示所研究的问题在地域上的分布状态和空间位置.

GIS地理信息技术可以直观、准确地呈现传染病疫

情现状和空间流行特征,使得传染病的空间分布状

况可视化,它可以揭示隐藏在空间数据之后的重要

信息或一般规律,是现代医学研究有力的辅助工具,
被逐渐地应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领域,在公共卫

生方面得到有效运用.
对布病空间变化特征的研究可以为制定有效的

布病防治策略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４Ｇ５].本研究首

次采用 GIS空间统计学方法分析沈阳地区布病发

病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间布病病例资料

来源于沈阳市传染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数据

库、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资料及各区县监测资料.

１．２　研究方法　人布病监测方法按«全国人间布病

监测方案»及«沈阳市人间布病监测方案»要求进行.
对布病疫情三间分布及时空转换特征进行分析,用

SPSS１３．０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趋势性检验,检
验水准P＜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结合 GIS(地理

信息系统),使用 ArcGIS１０．２软件分析沈阳地区人

布病疫情时空分布特征,绘制沈阳地区时空分布图.

２　结　果

２．１　疫情的时间分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累

积报告布病１３５６例,死亡病例１例,发病率波动在

０．４６/１０００００至４．５９/１０００００之间,呈逐年递增趋

势(趋势性检验χ２＝５４１．４４１,P＜０．００１),但是,发
病率增幅呈现递减趋势(表１和图１).

表１　沈阳地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间布病的发病及变化情况

Tab．１　Incidenceandchangesofhumanbrucellosis
inShenyangarea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１５

年度
发病数/

例

平均人口数/

人

发病率/
(/１０万)

发病率增幅/

％

２００９ ３３ ７１６３８４８ ０．４６ －

２０１０ ７６ ７１９３４４４ １．０６ １３０．４３

２０１１ ９７ ７２２４３４１ １．３４ ２６．４２

２０１２ １７８ ７２４５５０６ ２．４６ ８３．５８

２０１３ ２４２ ７２６７７６５ ３．３３ ３５．３７

２０１４ ３５２ ８２２６２３２ ４．２８ ２２．２０

２０１５ ３７８ ８２２１０８７ ４．５９ ６．７５

合计 １３５６ ７５０６０３２ ２．５８ －

从布病发病的时间看,每个月均有发病,以春夏

季为布病高发季节,年均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高趋势,
见图１.

图１　沈阳地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间布病发病的时间分

布(月、季、年)

Fig．１　TimedistributionoftheincidenceofhumanbrucelＧ
losisinShenyang,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month,seas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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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疫情的人群分布(图２和图３)　性别和年龄分

布:在１３５６例患者中,男性患者１０４１例,女性患者

３１７例,男女比例 ３．３∶１,以 ３０~５９ 岁为主,占

７２２２％(９７９/１３５６).

图２　沈阳地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间布病发病的性别－
年龄分布

Fig．２　GenderＧagedistributionofhumanbrucellosisin
Shenyang,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职业分布:沈阳地区布病的职业分布共涉及１５
类人群,以农民所占比重最大６３．７９％(８６５/１３５６).

图３　沈阳地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人间布病发病的职业构

成比

Fig．３　OccupationalratiooftheincidenceofhumanbruＧ
cellosisinShenyang,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２．３　疫情的时空分布

２．３．１　布病发病数的时空分布　发病数高发区

２００９年是新民市,２０１５年是沈阳市辖区;疫区范围

不断扩大,最北部的康平县发病数从无到有;总体来

看７年间病例高发区由西向东推移(图４和图５).

２．３．２　布病发病率的时空分布　发病率高发区

２００９年依然是新民市,２０１５年变为法库县,７年间

发病率高峰在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之间轮换.

图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病发病数的时空分布图

Fig．４　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oftheincidenceofbrucellosisinShenyang,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７５４５期 王　萍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鲁氏菌病疫情的时空特征分析



图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病发病率的时空分布图

Fig．５　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oftheincidenceofbrucellosisinShenyang,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３　讨　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病年均发病率上升

趋势与辽宁省情况相似,７年间发病率增幅逐年下

降,布病疫情相对得到控制.３０－５９岁男性比女性

更容易接触与畜牧相关的职业,更容易感染布病[６].
发病高峰在春夏两季,与牛羊的繁殖、接羔授奶以及

接触病畜有关[７].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阳地区布病疫区数量在增

加,２００９年为７个疫区,２０１０年为１１个疫区,２０１３
年为１２个疫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为１３个疫区.此

外,沈阳地区发病数的高发区从２００９年的新民市,
变为２０１５年的沈阳市;沈北新区出现１例死亡病

例,死亡病例身份为农民,死亡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沈北新区发病率逐年递增,疫情严

重.
从布病的发病率和地理信息上看,沈阳各区县

空间位置为:新民市(２００９年疫情最严重)与于洪区

接壤,于洪区与沈北新区和东陵区相互接壤,沈北新

区和法库县(２０１５年疫情最严重)接壤;沈阳地区的

病例高发区由西向东推移,最北部的康平县７年间

发病数从无到有,疫区呈现扩大蔓延,感染高发疫区

在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之间轮换.新民市、法库

县、康平县属于农牧地区、布病发病率高,而布病主

要传染源是携带病菌的家畜[８],疫情蔓延的原因与

空间地理位置的接壤,病畜流通,畜牧养殖方式与规

模,交通运输等因素有关,使布病的发病人数呈现此

消彼长的变化.
分析比较７年间新民市与法库县的畜牧业养殖

情况可以发现:新民市是以个体畜牧养殖户为主,而
法库县从２０１２年以来陆续建立辉山、蒙牛等１０多

座大型奶牛养殖场,是大型畜牧企业和个体养殖户

并存的状况,养殖规模也呈现扩大趋势,布病感染者

中乳业公司的员工占有相当比例,这可能是导致感

染高发疫区变化最相关的原因.
因此沈阳市应该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

群３个环节综合采取控制措施,畜间管理、淘汰病

畜、加强对养殖户和企业员工的个体防护、以及卫生

管理宣传工作[９].今后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出台布

病的有关政策[１０],加强动物疫情监测并及时掌握布

病疫情动态,落实“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沈阳地区布病疫情的时空变

化特征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疫区由局部地区扩展为

整个地区,病例高发区由西部的新民市向东部的沈

阳市和法库县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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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山东大学和山东微生物学会共

同承办的“２０１９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定于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１－１５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会议热忱欢迎全国从

事微生物学研究、教学和开发的专家、学者到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济南相聚.济南,素以“天下泉城”闻名,“家家泉水,户
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泉边、湖畔、
山间、柳下的济南让与会专家、学者在进行学术交流和展示

各自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可感受美丽泉城的历史、文化和现

代气息.会议诚邀与微生物相关的研发企业及公司参会、赞
助会议,并前往会场展示自己的产品.

学术年会的主题:微生物与生命科学前沿

会议内容:
１．纪念中国微生物学界前辈报告

２．大会特邀报告

３．分会场学术交流

１)微生物资源与微生物组学

２)病原微生物与健康

３)环境微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

４)微生物生理代谢与合成生物学

４．前沿热点论坛

１)非洲猪瘟防控的现实与挑战

２)未培养微生物的认识和分离培养

３)CRISPR分子机制与基因编辑利用

５．学术墙报(Poster)交流

会议规模:１０００人左右

会议宾馆:山东大厦酒店 济南南郊宾馆等

会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１５日(１０月１１日报到)
会议注册费:１５００元/每人(用于会议资料、论文摘要集、

会议期间交通等,持有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证者,优惠５０
元),报到时现场收取.

参会代表往返路费和食宿费自理.
大会报告要求:由大会组委会负责邀请４位大会报告

人.报告人需提供一份 word 文本的材料,包括:个人简历

(５００字以内)、报告摘要(１５００字以内)及与报告内容相关的

近５年内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目录.大会报告

内容应具有学科代表性和覆盖面,并体现国际前沿研究水

平.word文本材料请发至学会邮箱(csm＠im．ac．cn).大会

报告人报告３０分钟,回答提问５分钟.

分会场报告要求:申请分会场报告的代表,需在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０日之前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网页(http://csm．im．ac．
cn)在线提交 word文本的材料,内容包括:个人简历(３００字

以内)、报告摘要(１０００字以内)、与报告内容相关的近５年内

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本次年会分会场设立主旨报告.经

常务理事会专家评审后,选定四个分会场的主旨报告和其他

报告.主旨报告每人报告时间为２０分钟,提问５分钟;分会

场报告每人报告１５分钟,提问５分钟.请报告申请人在注

册时填写手机号,以保证后续联系的畅通.
前沿热点论坛报告要求:报告人由论坛负责人推荐,每

个论坛由５位专家报告和交流.被推荐的报告人,需在２０１９
年７月１０日之前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网页(http://csm．im．
ac．cn)在线提交 word文本的材料,内容包括:个人简历(３００
字以内)、报告摘要(１０００字以内)、与报告内容相关的近５年

内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三个前沿论坛材料分别登陆后在

网站第五分会场、第六分会场和第七分会场栏目下提交.
２０１９年年会的分会场报告和前沿论坛交流时间共为一

天半,每个分会场分别评选优秀学术交流奖,颁发获奖证书

和奖金.欢迎各位代表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各分会场的学术

交流.
论文摘要征文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参会代表

需在截止日前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网页(http://csm．im．ac．
cn)在线按照相应格式提交摘要.由于论文编辑和印制的周

期限制,逾期上传的稿件将不被收录.
申请墙报交流的代表请下载模版,并按照模板提示的要

求,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前直接发至csm＠im．ac．cn中,由主

办方统一打印Poster和张贴.请同时发送墙报内容对应的

摘要,以便编入会议论文摘要集中.组委会将选出 ５０篇

Poster展示,并从中评选出５篇优秀墙报,颁发获奖证书和

奖金.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号院３号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B座４１２房间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电话:０１０－６４８０７２００;EＧmail:csm＠im．ac．cn
网址:http://csm．im．ac．cn

中国微生物学会　山东大学　山东微生物学会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

９５４５期 王　萍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沈阳地区布鲁氏菌病疫情的时空特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