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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疑似禽流感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郑能雄，林云钦，王镜泉，陈阳伟，郑高 

2003年 1月 25日，港藉 8岁患者，女性，随其 

母姐兄一家 4人回福州市平潭县老家过春节。1月 27 

日下午 6点许，患者出现发热 (39℃)、畏寒、头痛 

等症状，2月 4日上午 11点 5分死亡。其父 36岁， 

于 2月 6日发病，7日回香港，9日住院，17日死 

亡。平潭县医院对患者死亡诊断为疑似肺炎。香港卫 

生检测机构从其父和兄两份血清中分离出甲型 H5Nl 

流感病毒，诊断为禽流感病，现将这起疑似病例的情 

况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03年 1月 24日晚7时许，患者，女性，8岁， 

同一家 4人乘火车和汽车回老家福建省平潭县过 

春节。 

1月 27日晚 6点许，患者开始发热 (39℃)咳 

嗽、腹痛、呕吐等，随后到医院就诊。至 1月 28日 

患儿高烧一直不退，到医院检查血常规，除白细胞 

4．3×l09／L外，其他指标没有明显变化。2月 3日下 

午 7时许，患者病情加重被送到县医院儿科病房住 

院治疗。入院时，患儿精神疲乏，面色苍白，呼吸急 

促。体检：咽部充血明显，左肺呼吸音减弱，有少许 

罗音，血常规 WBC 1．3×l09／L，血小板 86×l ／L。 

COz结合力为 26．9 mmo~L。县医院拟诊为：①肺炎； 

②心肌炎?给予抗菌抗病毒治疗；③白细胞减少症； 

④白血病。2月 4日上午 9时，患者开始口吐白沫， 

并张口呼吸，病情迅速恶化，抢救无效，至 11点零 

5分死亡。 

作者单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 350004 

2月 6日清晨，患者其父出现头痛、身体不适等 

症状，2月 7日早晨开始发低烧，自行服药后，于 2 

月 8日早晨带领妻儿一家乘大巴返回香港。 

2月 9日，其父到香港医院就诊，2月 11日住院 

接受治疗，2月 17日下午病逝。其兄回香港的第 2 

天发病 (2月 9日)，12日住院治疗。父子两人经香 

港卫生署病毒科检验均检出甲型 H5Nl流感病毒，目 

前其兄病情基本稳定。 

患者其母 回香港后不久也出现发烧 、头痛 、咳嗽 

等症状，但由于症状较轻，经香港医院检查与治疗 

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2 流行病学调查 

2．1 对密切接触者调查与分析 

2．1．1 对密切接触者的确定：与患者有密切接触者 

有三部分人共 65人。其中，外公家 5人，叔叔、伯 

伯、姨姨家 l4人，乡下亲戚 l0人，这部份人群共计 

29人；县医院、中医院医生、护士等人员共 3o人； 

与患者同住一间病房的有 2个孩子和两家大人等 

6人。 

2．1．2 流行病学调查：制订统一的调查表格，共个 

案调查密切接触者75人 (除上述 65人外，还有病家 

周围的群众 l0人)，采集血清标本 73人份，血常规 

71人份，拍胸片 53人。其中，白细胞正常 64人， 

占9o．14％；白细胞升高 3人，占4．23％；白细胞降 

低 4人，占 5．63％。白细胞分类：淋巴细胞增高的 

占 28．16％；中性细胞下降的占5．13％。胸片正常的 

42人，占 79．24％，肺 纹 理 增 粗 的 lO 人，占 

l8．87％，肺部阴影 1人 ，占 1．89％。在上述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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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各类密切接触者中均未检出类似症状的病例。 

2．1．3 甲型 H5N1流感病毒检测结果：对 75人份血 

液标本开展甲型 H5N1禽流感病毒检测，经检测结 

果，全部样本均为阴性；检测 35份鸡血清标本，也 

全部为阴性。 

2．1．4 严格对病房进行消毒：患者病逝后，平潭县 

医院立即按照医疗管理常规对死者所住的病房进行消 

毒处理。在获悉本次 “非典型性肺炎”疫情通报后， 

病家也按消毒要求进行处理，县防疫站、医院加强了 

疫情监测，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2．2 对传染源的调查分析 

2．2．1 诊断问题：从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看，可 

诊断为肺炎。若考虑非典型肺炎的诊断：①缺乏胸部 

X射线片结果的支持；②从传染性看，不及广东非典 

情况的报道；③缺乏流行病学联系资料的调查 (无法 

调查患者发病前的情况)；④无病原学证据，但从香 

港对其父亲、哥哥发病的临床症状、体征表现与病原 

学监测结果的报道 (缺乏原始资料)，患者是否和其 

兄、父一样感染甲型 H5N1而发病，值得考虑。 

2．2．2 传染源问题 

(1)据调查，患者其父在香港职业为空调安装 

工，一直到2003年 1月 30日回平潭前还在上班。其 

母职业一直为服装制作工，在回平潭前。由于工厂生 

意不太景气，一直在家里做些服装加工活。3个子女 

都在读书，均无外出史。 

(2)病家在香港居住的是楼房，周围环境没有养 

鸡、鸭的条件，也未发现近期在香港有接触禽、畜的 

历史。也未听说周围人群中有类似症状的病人出现。 

(3)患者回平潭后一直是居住在外婆家。在发病 

及治疗过程中，和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有亲戚、县 

医院、县中医院的有关医务人员约 65人。从对上述 

人员的血清学检验、鼻咽拭子、胸部拍片结果和流行 

病调查结果表明，截至当年 2月 30日止，这些人员 

中均未发现类似症状的病例，全县其他医疗机构也均 

未发现本土感染的病例。 

(4)鸡鸭饲养情况的调查：调查发现，在患者外 

公家里圈养了 2只大母鸡，在附近临居家里也发现 

有 8只散养的小鸡，周围群众均有养鸡的习惯。据 

县农业部门反映，全县共有 6家个体大型养鸡场， 

近年来未发现当地有鸡鸭死亡现象。并经市农业部门 

多年监测结果，均未检出甲型 H5N1禽流感病毒。 

3 讨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患者的病逝与感染禽流感有 

着直接关系，患者在抵达平潭县之前已感染上 H5N1 

病毒。因此，传染源不在福建省的平潭县。同时患者 

的父亲和兄弟身上同时检出 H5N1病毒，这病毒是否 

由患者作为传染源感染的。我们认为，他们之间不存 

在着直接传染的关系，感染的病毒是否有同源性，有 

待进一步作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测序。 

(收稿 日期 ：2o04一o4—05) 

绝经后女性 日常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与桡骨骨密度、 

骨皮质结构关系的研究 

刘兆敏 ，陈柏龄 ，吴美琼 ，冯持真 

运动改善骨骼健康已被大多数研究所证实，但目 

前的研究认为，除了运动，其他体力活动也能获得健 

康上的好处。由于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和昂贵的价格， 

人们对体力活动作用的研究日益重视。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是一类严重危害老年女性骨骼健康和生活质量的 

疾病。国内外关于女性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与绝经后骨 

质疏松的关系的研究很少 ，研究结果也很不一致 ，本 

研究通过调查绝经后女性 日常体力活动的能量消耗， 

探讨体力活动与桡骨骨密度、骨结构指标的关系，为 

作者单位：1．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监测科，广东 

510080；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3．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 

健科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有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1999年 10月至 

2000年 5月对江门市 12家工厂和企事业单位自然绝 

经的女性职工 137人进行调查，要求调查对象无活动 

障碍，无甲状腺或其他内分泌疾病病史，无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且近期未服用激素类药物。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法：采用调查者询问的形 

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日常体力活动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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