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

!

张华梅#

%#,!$

$%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儿科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

!

张华梅
!!

!"#$%&

)

N*$.

6

*=$#5%"",

!

%*',-+#

*#(

份法定传染病报告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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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威海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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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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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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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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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法定传染病报告卡资料进行分析'共报告法

定传染病
%'

种)肠道传染病
'##

例#

&,,%,H

$%包括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戊型肝炎及感染性腹泻(血源及性传播

传染病
!"*

例#

!#,&%H

$%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淋病%其中乙型肝炎病例数最多#

%(!

例$(呼吸道传染病
#!

例

#

%',%(H

$%包括结核&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及水痘(其他传染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

例#

",%)H

$'成

人以血源&性传播及肠道传染病为主%儿童以肠道及呼吸道传染病为主'肠道传染病主要发生于
,

#

#

月%呼吸道

传染病多发生于
%!

#

'

月'流动人口所占比率与前
'

年相比显著增加#均
$

"

",""%

$'提示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

管理%对婴幼儿及时接种相关疫苗%并针对季节特点采取措施%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关
!

键
!

词"

!

传染病(疾病报告(计划免疫(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

A%(%,(

+

%

!!

!文献标识码"

!

G

!!

!文章编号"

!

%*,%$#*'(

#

!""#

$

"'$"!"*$"!

!!

传染病报告制度是早期发现传染病的重要措

施%通过对传染病报告卡的分析%可针对性采取防治

措施'为了解传染病流行情况%笔者对威海市肿瘤

医院
!"")

年
%

月*

!"",

年
%!

月间的
*#(

份法定

传染病报告卡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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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收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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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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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间填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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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定传染病报告卡%按病例分布&病种&性

别&年龄&发病季节和人群分布等进行分类%总结各

类传染病的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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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

病例分布
!

所报告的
*#(

例传染病病例中%门

诊病例
)*!

例%住院病例
!'*

例(经实验室确认
'(!

例%临床诊断
!#*

例%疑似病例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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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分布
!

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

种%无甲类

传染病%其余各类分布如下)肠道传染病
'##

例

#

&,,%,H

$%包括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戊型肝炎及

感染性腹泻(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
!"*

例#

!#,&%H

$%

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淋病%其中乙型肝炎病例

数最多%为
%(!

例(呼吸道传染病
#!

例#

%',%(H

$%

包括结核&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及水痘(

其他传染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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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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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

例#

&),,'H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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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别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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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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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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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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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儿

童
%")

例#

%),#"H

$'不同病种发病年龄不同'儿

童以肠道及呼吸道传染病为主%成人以血源&性传播

及肠道传染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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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分布
!

全年均有发生'其中肠道传染病

主要集中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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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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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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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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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多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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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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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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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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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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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比例较前
'

年显

著增加%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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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年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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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年度传染病中流动人口构

成比比较

年份 病例数
流动

人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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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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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本研究显示%

)!

例拉米夫定耐药患者经阿德

福韦酯治疗%

)(

周未发现变异%

#*

周仅
%

例
G

基因

型患者出现
<(4!'*3

变异%变异发生率为
!,'(H

%

比拉米夫定治疗低%表明阿德福韦酯是拉米夫定耐

药患者良好的选择'

近年研究表明%

8G@

耐药突变日趋复杂%已远

非
TM22

变异所能涵盖'本研究发现
8G@

耐药

变异类型多样%

%

例
;

基因型患者在服用拉米夫定

%

年%未服用阿德福韦酯的情况下%检测出
<(1%("M

+<(/%(%@

变异%提示拉米夫定耐药突变也可发生

在
<(/%(%@

位点%而此位点与阿德福韦有交叉耐

药'

%

例
G

基因型患者和
%

例
;

基因型患者在服用

拉米夫定
!

年%未服用恩替卡韦的情况下分别检测

出
<(M!")C+<(M!&"@

和
<(M!")C+<(3%()0

位点

的变异%在反转录酶区的
!&"

和
%()

位点发生氨基

酸的置换变异%认为与发生恩替卡韦耐药有关%提示

对拉米夫定耐药后%有可能自发形成对恩替卡韦耐

药%使后续使用恩替卡韦的疗效下降'因此%在应用

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定期进行多位

点耐药变异检测有助于更好地选择抗病毒药物%预

测抗病毒治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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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

此次调查的报

告中%病毒性肝炎共
%##

例%其中乙型肝炎
%(!

例%

占
#%,)*H

%说明其防治工作的艰巨性'但儿童病

例较少%与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率较高有关'国内报

道!

%

"

%普及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

年%儿童及青少年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8G9/

6

$携带率及乙型肝炎发

病率已明显下降%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也有所下降'

因此%为婴幼儿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对降低乙型肝

炎的发病率极为重要%应充分意识到此项工作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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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流动人口的传染病防治
!

传染病发病中%

流动人口所占比率显著增加%分析其原因为)威海市

经济较发达%近年来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由于流动人

口的特殊性%其居住环境&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加上

不良的卫生习惯%给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流行创造

了有利条件'儿童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此

外%因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造成计划免疫无法顺利进

行%疫苗不能按时接种%也使相关传染病的发病率上

升'因此%应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关注其生存状态%

提高防范意识%加强常规免疫接种%以降低传染病的

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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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季节特点#做好传染病防治
!

某些传染病

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如呼吸道传染病集中

在冬春季%而夏季则为肠道传染病多发季节'因此%

可针对其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对免疫力低下的重

点保护人群%如老年人及儿童%可于每年秋季接种流

感疫苗%有针对性地防范'其次应加强肠道门诊管

理%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及各项制度%提高公众的传染

病防范意识%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减少传

染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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