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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许昌市狂犬病发病特点和流行规律&为制订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
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 .--* b*(.(年狂犬病疫情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结果’许昌市发病人群以农村居
民为主&男性多于女性&&( b0- 岁人群发病所占比例较大&夏秋季发病相对较多’ 结论’应加强犬只管理&促
进暴露后伤口规范处置和免疫接种&加强狂犬病的预防控制&以降低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关键词#’狂犬病%’流行特征%’预防控制
’’"中图分类号#’D0.*F--’"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 1..0) 1(&
’’L;5&.(>&-/-MN>5B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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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一种人兽共患自然疫源性疾病&犬类
是本病的主要宿主&人主要通过带毒犬只咬伤而感
染’ 近年来许昌市狂犬病时有发生&为了解其发病
特点和流行规律&为制订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特
对许昌市 .--* b*(.( 年狂犬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报告如下’
C:资料与方法
CDC:资料来源:狂犬病疫情数据来自许昌市法定
传染病报告 .--* b*(.( 年度报表%人口资料来自市
统计局和国家疾控中心校正人口数’
CDE:方法:应用2V?96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描
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E:结果
EDC:发病及死亡情况:.--* b*(.( 年许昌市共报
告狂犬病发病 0+ 例&死亡 0+ 例&年平均报告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为 (F()M.( 万&病死率为 .((F((a’
.--* b.--/ 年除 .--0 年无狂犬病病例报告外&其
余各年均有病例报告&共报告狂犬病 - 例&报告发病

率呈下降趋势%.--) b*((& 年无狂犬病病例报告%
*((@ b*(.( 年&共报告狂犬病 @- 例&*((),*((+ 年
出现发病死亡高峰&其中 *((+ 年报告狂犬病 .) 例&
为历年最多’ 狂犬病发病及死亡情况见表 .’
表 .’许昌市 .--* b*(.(年狂犬病发病及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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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地区分布:许昌市 + 个县#市,区$中#襄城县
疫情 .--+ 年纳入许昌市管理%*(() 年许昌市行政
区划调整&东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疫情纳入县区
级疫情管理$&除东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其他
县#市,区$均有狂犬病病例报告’ 报告病例数由多
到少依次为鄢陵县 .0 例,许昌县 .@ 例,禹州市 .@
例,襄城县 ) 例,长葛市 / 例,魏都区 * 例’
ED.:时间分布:全年各月均有狂犬病发病’ 其中
. 月 0 例#+F/*a$,* 月 . 例#.F)*a$,& 月 @ 例
#/F-(a$,@ 月 @ 例#/F-(a$,0 月 + 例#.&F)-a$,
/ 月 & 例#0F.)a$,) 月 . 例#.F)*a$,+ 月 .) 例
#*-F&.a$, - 月 @ 例 # /F-(a$, .( 月 0 例
#+F/*a$, .. 月 & 例 # 0F.)a$, .* 月 & 例
#0F.)a$’
EDG:年龄,性别及职业分布
*F@F.’年龄构成’发病主要集中在 &( b0- 岁人
群&发病 && 例#0/F-(a$’ 见表 *’

表 *’不同年龄人群狂犬病发病构成

年龄#岁$ 发病数 构成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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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性别构成’男性 @* 例&女性 ./ 例&男女性
别比为 *F/&q.’
*F@F&’职业构成’农民是主要的发病人群&共报告
发病 @& 例#占发病总数的 )@F.@a$’ 见表 &’

表 &’不同职业人群狂犬病发病构成

职’业 病例数 构成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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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DC:狂犬病又名恐水症&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
以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急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临床表现以恐水,怕风,恐惧不安,咽肌痉挛和进行
性瘫痪为主&病死率为 .((a&是迄今为止人类病死
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 ’ 狂犬病是自然疫源性疾
病&地理分布十分广泛&目前全世界 *M& 以上国家或
地区存在人,畜狂犬病&其中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由于控制措施得当&率先控制或消除了
人,畜狂犬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等
种种原因&狂犬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国家和地
区仍有流行&其中我国是受狂犬病危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 ’
.DE:犬只免疫率低,被带毒犬咬#抓$伤后未进行
规范的暴露后处置,疫苗接种率和抗狂犬免疫球蛋
白#抗血清$使用率低是我国狂犬病发病率高的主
要危险因素(*) ’ 近年来&农村犬密度增加&犬带毒
率增高(&) &但犬类的管理和免疫水平则较低 (@) &狂
犬病预防知识知晓率低(0) &健康意识差&防护能力
不强&男性和儿童外出活动较多&喜欢与犬嬉戏等&
均增加了暴露和感染机会’
.D.:预防狂犬病发病的主要措施是对有职业暴露
危险者#如农业部门检疫人员,兽医,动物管理和饲
养人员,从事狂犬病病毒检测工作的实验室人员$
进行预防性接种%对被病犬等动物咬伤之后&应采取
对局部伤口进行冲洗,浸润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或免疫血清和及时全程接种狂犬疫苗等相应的预防

措施’
.DG:许昌市 .--* b*(.( 年累计报告发病 0+ 例&其
中农民 @& 例&构成了以农村居民为主&&( b0- 岁人
群生病比例较大&男性多于女性&夏秋季发病相对较
多的特点’ .--* b.--/ 年&狂犬病发病例数相对较
少&且处于逐年下降状态%.--) b*((& 年无狂犬病
病例报告%但 *((& 年以来&狂犬病报告发病例数逐
年增加&*(() 年和 *((+ 年出现发病及死亡高峰&疫
情形势严峻’ 针对许昌市狂犬病的流行特征&兽医
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应共同努力&提高对狂犬病的
认识&加强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狂犬病暴露
后规范处置技能%加强犬只管理&捕杀野犬&登记,免
疫家犬%进行疫苗的全程接种&提高抗血清或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的使用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
提高人民群众的狂犬病防控知识知晓率等综合性预

防措施&科学防治狂犬病&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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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主动免疫在治疗复发性流产中的作用’ 方法’选择年龄 *0 b&0 岁&原因不明复发
性流产,封闭抗体阴性患者 .@/ 例&分为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0) 例$’ 治疗组进行淋巴细胞注射及常规
保胎治疗%对照组使用常规保胎治疗’ 结果’治疗组妊娠成功率为 +@F*)a&高于对照组的 @&F+/a#!E
(F(.$’ 结论’主动免疫疗法在治疗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中疗效确切&具有操作性强,无副作用等优点’
’’"关键词#’复发性流产%’封闭抗体%’主动免疫
’’"中图分类号#’D).@F*.’"文献标识码#’I’"文章编号#’./)@ 1&+(/$*(..%.*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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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流产是指连续发生了 * 次或 * 次以上的自然流

产(.) &其病因复杂&严重影响妇女的生殖健康’ 近年来&免疫

因素被认为与妊娠并发症密切相关’ 其研究已成为热点&但

确切原因尚不明确’ 在不明原因的复发性流产中夫妻双方

免疫因素造成的封闭抗体缺乏是主要原因(*) ’ 我们通过近

&年来对 +- 例复发性流产经过主动免疫治疗后与 0) 例复发

性流产未经过主动免疫治疗再次妊娠的结局进行观察&探讨

强化妊娠的免疫学维持机理和抑制母胎间的细胞性免疫排

斥反应问题&为复发性流产的治疗提供依据&以降低流产的

发生率(&) ’ 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C:资料和方法

CDC:一般资料:选择 *(()$(. b*(.($.* 在我院诊治,有复

发性流产史的妇女 .@/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的患者均有连续

早期自然流产史#* 次&年龄在 *0 b&0 岁之间’ 各病例均经

过妇科常规检查,盆腔I超,免疫抗体,血糖,甲状腺功能,高

泌乳素及#I]系统血型,精液常规,C$二聚体,染色体等检

查及检测&排除母婴血型不合,有家族遗传病史者%无不良的

生活习性者%封闭抗体检查均为阴性者’ 本组病例随机分为

治疗组 +-例&年龄#&.F& h/F*$岁%对照组 0)例&年龄#*-F) h

0F/$岁&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F(0$&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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