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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蒲江县某中学甲 3型流感暴发调查 

兰红 。尹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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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07／04—22，蒲江县某 中学发生发 

热、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疾病，现报告如下。 

1 发病经过 

2004—04—20，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 

报告，蒲江县某中学发生“感冒病”流行，发病人数 

较多。 

该校系高级中学，共 3个年级 32个班，其中高 

1年级 l2个班 800人，高 2年级 l 1个班 696人，高 

3年级9个班 533人。在校学生2 029人，其中住读 

生 1 383人。首例发病日期为3月7日，最后 l例为 

4月22日，累计发病 249例，罹患率 12．27％。患者 

发病主要集中在4月 l0～18日，该期间发病 164例， 

占总发病数的 65．86％。 

2 流病调查 

首例患者发病于 3月 7日，3月 10日发生第 2 

例，之后为零星散发，4月 1日发病开始上升，4月 

10日达高峰，持续至4月 l8日，4月22日后未发生 

新发病例．流行期 47 d。流感发病情况与发病时间 

的分布见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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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感病例He ra1分布 

249例 中 临 床 表 现 发 热 占 44．18％，头 痛 

50．60％，乏 力 45．38％，流 涕 64．26％，咳 嗽 

82．73t％，咳痰 52．61％，咽 痛 47．39％，鼻 衄 占 

4．02t％。个别病例有头晕 、全身不适、鼻塞等。同 

时具备上述 3项者 l 19例，占47．80％；呼吸道症状 

l 四川省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 6ll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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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卡他症状 65例，呼吸道症状 +全身症状 

5l例，全身症状 +上呼吸道卡他症状 l4例。排查现 

症患者 123例，体温升高 21例，其中 37．4℃～38 

℃11例，38．1℃～39℃ 8例，>39℃ 2例；咳嗽 

122例，咳痰 102例，咽痛 72例，流涕 100例，乏 

力 47例，头痛 40例。 

3 诊断 

3．1 临床诊断 根据以下特点：①发热、头痛、乏 

力等全身症状；②咳嗽、咯痰、咽痛、咽部充血等 

呼吸道症状；③流涕、鼻塞等上呼吸道卡他症状。 

诊断为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凡具备以上临床表 

现中任2项或 2项以上者，为确诊病例。对所有在校 

学生进行排查，并对确诊者做好临床症状体征登记。 

3．2 实验室诊断 血常规 l6例，白细胞总数正常 

l0例，增高5例，降低 1例；中性粒细胞正常3例， 

增高 9例，降低 4例；淋巴细胞正常 6例，增高 5 

例，降低5例。摄胸片8例．肺纹理增粗5例。⑦特 

异性检查：采集现症患者咽拭子 l0份，急性期和恢 

复期双份血清 8-份，经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所检测，5份咽拭子中分离出流感病毒，经鉴定为 

甲3型流感病毒；3份恢复期血清流感病毒抗体水平 

增长4倍以上。 

4 人群分布 

此次发病共249例，年龄 l6～l9岁，其中男生 

l21名，女生 128名。高 1年级罹患率 l8．87％(15l／ 

800)，高3年级罹患率 5．82％(31／533)，高 2年级 

无 1例。经比较，高 1年级罹患率明显高于高3年级 

(X2=58．20，P<0．01)。住读生罹患率明显高于走 

读生(表 1)。 

表 1 住读生与走读生罹患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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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理措施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对体温≥38℃的患者 

隔离治疗；②坚持每天上、下午各测量体温 1次， 

及时发现传染源；③学生统一服用板兰根等中草药 

预防；④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大扫除，对 

学生宿舍实行 “3晒 1开”，每天对校舍用过氧乙酸 

薰蒸 1次，对学校环境和公用物品用二氯异氢尿酸 

喷雾或擦拭消毒 1次；⑤广泛开展防病知识宣传， 

提高学生的自我防病能力。 

6 讨论 

本次流行的甲 3型流感临床表现普遍以呼吸道 

症状为主，尤其是刺激性咳嗽显著，占 82．73％～ 

99．19％；全身中毒症状较轻，现症患者 123例中， 

检测体温升高仅 21人，占 l7．07％，头痛 45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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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8％，由于症状不典型，影响了临床诊断的正确 

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 

本次流感流行历时 47 d，造成长时间流行的原 

因是：① 由于症状较轻，大多数学生未到医院就诊， 

导致传染源未能及时隔离治疗；② 流行强度不大。 

总发病人数 249人，罹患率 l2．27％，可能与学生年 

龄偏大(高年级发病率低)，部分人群具有免疫力或 

病毒毒力弱有关；③疫情报告不及时。由于学校附 

近新建制药厂，学校空气长期弥漫异味，校方认为 

咳嗽与空气污染有关，未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报告；④由于甲 3型流感以呼吸道传播为主， 

经飞沫、飞沫核传播。住读生居住拥挤，通风不良， 

为流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住读生罹患率明 

显高于走读生。 

(收稿 日期 ：200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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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是 

我国和四川I省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之一。 

马尔康县于 2001—2004年实施了全球基金结核 

控制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项 目工作实施以来， 

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通过对 2年多结 

核病防治现状的分析，旨在进一步加强马尔康县结 

核病防治工作，改进防治措施，降低结核病疫情。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来源于 2002—2004年马尔康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的所有原始资料和项目季度 

报表。 

1．2 方法 按照全球基金结核病控制项 目四川I省实 

施计划开展结核病患者的发现、登记、报告、治疗 

及疗效评价并进行统计分析。 

1．3 判定标准 以《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 

指南》实施。 

I 四川省马尔康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马尔康 6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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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结核病患者发现情况 2002—2004年全县共接 

诊可疑肺结核患者(初诊患者)57l例，初诊患者登记 

率以 2004年最高为 517．8／10万；确诊肺结核 154 

例，占可疑肺结核患者的 26．97％，肺结核患者登记 

率仍以2004年最高，为 100．4／10万 其中，传染性 

肺结核患者(涂阳肺结核)95例 (61．69％)，涂阴肺 

结核患者 59例(38．3l％)(表 1)。 

2．1．2 性别、年龄、职业分布 l54例肺结核患者 

中，年龄最小 7岁、最大 84岁，< l5岁儿童 ．9例 

(5．84％)，l5～50岁 87例(56．5％)，5l～60岁 26 

例(16．88％)，>60岁 32例(20．78t )。 

2．1．3 患者职业分布 l54例肺结核患者中农民 

133例(86．36％)，居首位，干部、学生、工人分别 

为 l0例(6．5％)、9例(5．84％)、2例(1．3t}6)。 

2．1．4 患者分型 154例肺结核患者中以Ⅲ型(继发 

性肺结核病)最多 126例(81．81％)、I型(原发性肺 

结核)、II型(血行播散性肺结核)分别为 l3和 l4例。 

2．2 患者地理分布 全县辖 l4个乡镇，154例肺结 

核患者在所有乡镇都有分布，以马尔康镇最多 34 

例，登记率为 740．8／10万、最低为龙尔甲乡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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