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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鼠疫监测情况

赵 婷,何亚明,赵 波△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测所,重庆
 

400042

  摘 要:目的 分析2016-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鼠疫监测情况。方法 设立8个监测点,采用夜间笼

捕法捕捉鼠形动物,计算捕获率、染蚤率;取心脏血,分离血清进行鼠疫耶尔森菌(简称鼠疫菌)F1抗体水平检

测。结果 2016-2020年共布笼285
 

043个,捕获鼠形动物5
 

018只,捕获率为1.76%,染蚤率为20.29%;包

括14个种群,以黄胸鼠(69.57%)、褐家鼠(12.65%)为主。2016-2020年,各年捕获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7.947,P<0.001)。所检测标本的鼠疫菌F1抗体滴度均≤1∶16,鼠疫菌F1抗体滴度<1∶4的鼠形动

物所占百分比逐年降低,而滴度为1∶16的鼠形动物所占百分比逐年升高,5年间各滴度所占百分比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清学监测结果未发现鼠疫菌感染,但南方家鼠型鼠疫菌的主要宿主黄胸

鼠、褐家鼠大量存在,有可能出现动物间鼠疫的发生,应加强主动监测,同时做好宣传工作。
关键词:鼠疫; 鼠疫耶尔森菌F1抗体; 血清学; 宿主动物

中图法分类号:R51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455(2022)11-1541-03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简称鼠疫菌)引起的自

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主要通过鼠蚤传播的一种人兽共

患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1-2]。世界上曾多

次发生鼠疫的大流行,目前仍有局部地区存在暴发、
流行[3-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鼠疫规

定为甲类传染病。重庆市一直非常重视鼠疫的防控

工作,从2003年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蓄水开始,库区的

生态环境、地理地貌等都发生了变化,因水位上升,鼠
形动物向两侧高地迁徙,导致淹没线以上局部地区鼠

密度增高[5-8],有可能引起鼠传播疾病的暴发和流行。

本研究对2016-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捕获的鼠形

动物进行种群构成、捕获率、染蚤情况分析及鼠疫菌

F1抗体血清效价检测,以期为重庆市鼠疫风险评估

和防控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点的设立 在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巫山、奉
节、云阳、万州、开州、忠县、丰都和涪陵8个区县沿江

1公里范围内各选择两个乡镇设立监测点。
1.2 监测方法 采用夜间笼捕法捕鼠,诱饵使用卤

猪头肉(面积:1
 

cm×1
 

cm),每次在室内、室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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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菜地、果园、空地等)布笼,晚放晨收。计算鼠密

度,并进行鼠种鉴定。全年监测6次,1、3、5、7、9、11
月各监测1次。
1.3 实验室检测 用乙醚麻醉后取鼠心脏血,严格

按照《鼠疫诊断标准:WS279-2008》附录E中规定的

间接血凝试验(IHA)检测鼠疫菌F1抗体。血清学诊

断试剂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提供,生产商为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鼠形动物种群构成和捕获情况 2016-2020年

8个监测点共布笼285
 

043个,捕获鼠形动物14种,
合计5

 

018只,捕获率为1.76%,各年捕获率依次为

2.04%、1.77%、1.60%、1.83%、1.55%,5年间捕获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947,P<0.001),染蚤

率分 别 为 20.14%、24.26%、17.34%、20.38%、
18.76%,5年 间 染 蚤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χ2=
2.456,P>0.05),见表1。

 

2016-2020年捕获的各鼠

形动物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鼠
疫传播的主要宿主动物中黄胸鼠占69.57%(3

 

491/
5

 

018),褐家鼠占12.65%(635/5
 

018),见表2。
表1  2016-2020年鼠形动物的捕获率和染蚤率

年份(年)
布笼数

(n)
捕获数

(n)
捕获率

(%)
带蚤鼠数

(n)
染蚤率

(%)

2016 57
 

139 1
 

167 2.04 235 20.14

2017 56
 

929 1
 

010 1.77 246 24.36

2018 56
 

966 911 1.60 158 17.34

2019 57
 

034 1
 

045 1.83 213 20.38

2020 56
 

975 885 1.55 166 18.76

合计 285
 

043 5
 

018 1.76 1
 

018 20.29
  

表2  2016-2020年捕获的鼠形动物种群构成情况(n)

年份(年)黄胸鼠 褐家鼠 小家鼠 黄毛鼠 大足鼠
黑线

姬鼠

白腹

巨鼠
白腹鼠 社鼠 灰麝鼩

四川

短尾鼩
食虫目 臭鼩鼱 黑家鼠

2016 671 209 8 3 3 3 34 6 2 0 0 228 0 0

2017 695 163 2 1 11 3 32 20 1 0 80 0 1 1

2018 696 92 10 2 16 5 46 0 7 37 0 0 0 0

2019 728 120 66 0 12 17 32 16 0 53 1 0 0 0

2020 701 51 64 1 24 5 21 0 11 6 1 0 0 0
合计 3

 

491 635 150 7 66 33 165 42 21 96 82 228 1 1

2.2 鼠疫菌F1抗体检测结果 2016-2020年共采

血标本5
 

018份,鼠疫菌F1抗体滴度均≤1∶16,属于

阴性标本。2016-2020年,鼠疫菌F1抗体滴度<1∶
4的鼠形动物所占百分比逐年降低,滴度为1∶4和

1∶8的鼠形动物所占百分比随时间变化规律不明显,
而滴度为1∶16的鼠形动物所占百分比逐年升高,5
年间各滴度所占百分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表3  鼠疫菌F1抗体各滴度所占百分比(%)

年份(年) <1∶4 1∶4 1∶8 1∶16

2016 89.97 6.51 2.74 0.77

2017 89.70 4.55 4.26 1.49

2018 88.04 4.94 5.27 1.77

2019 82.30 7.66 8.04 2.01

2020 81.58 8.14 7.91 2.37

3 讨  论

  三峡水库的蓄水对库区周边生态、气候、地理地

貌和社会生活等产生了直接且广泛的影响[9],由于水

位的上升,导致鼠形动物的原有栖息地被淹没、生存

环境被破坏,鼠形动物的种群分布和密度均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10]。而且三峡库区与广西、云南和贵州的动

物地理区一样,同属东洋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

区,具有南方家鼠疫源地类似的自然条件[11-13]。近十

年间,我国鼠疫疫情分布于8省区45个县,与重庆邻

近的四川、贵州、云南都发生过人间鼠疫疫情[14-15]。
鼠疫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各个年龄段和各种职业人

群均可感染[16]。本研究监测结果显示,重庆近5年捕

获率位于前2位的鼠种为黄胸鼠和褐家鼠,其也是南

方家鼠型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如果一旦有鼠疫菌感

染,可能引起鼠疫的流行。因此在灭鼠活动中应根据

不同属种选择合适的毒饵和投饵方式[17]。本研究中,
虽然鼠疫菌F1抗体滴度均≤1∶16,属于阴性标本,
但滴度为1∶16的鼠形动物所占百分比逐年升高,这
就有可能出现动物间鼠疫的发生,应高度重视鼠疫的

防控工作。
 

人间鼠疫防控最好的办法是将关口前移,主动监

测动物间鼠疫的流行情况并采取措施控制[18]。因此,
开展鼠疫的监测工作,密切监视该地区鼠密度、鼠疫

血清学指标的变化趋势,对鼠疫的发生风险评估有着

重要作用。受交通的日益发达、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

的影响,鼠疫的发生及远距离传播的危险也随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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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9]。需扩大鼠疫流行病学调查范围,加强对基层医

务人员鼠疫相关知识的培训,及时发现鼠疫动物与输

入性病例,避免鼠疫疫情的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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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模式对脑梗死患者介入术后压疮的预防效果

李 苹1,王培丽2,徐 舒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西院105C病区,上海
 

201106;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浦东院区80病房,上海
 

201206

  摘 要:目的 探讨共管模式对脑梗死患者介入术后压疮的预防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1-12月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西院收治的脑梗死介入手术治疗的患者共90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对

照组,各45例。对照组采用预防压疮的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共管模式干预,比较两组患

者干预后压疮发生情况、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满意度及压疮知识掌握情况。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评分为(76.55±13.83)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7.78±12.4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Ⅰ级压疮发生2例,Ⅱ级压疮发生1例,无Ⅲ级压疮发生,压疮发生率为6.67%,对照组患者Ⅰ级压

疮发生4例,Ⅱ级压疮发生4例,Ⅲ级压疮发生3例,压疮发生率为24.4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95.56%,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7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干预后在压疮预防方法、好发部位、翻身方法、危险因素及营养支持方法方面的压疮知识掌握情况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应用共管模式对脑梗死患者介入术后压疮进行干预,能够降低

压疮发生率,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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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也称缺血性脑卒中,是临床最常见的卒中 类型之一,占60%~80%[1-2]。脑梗死的高发病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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