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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期期焦焦点点：：  
2014 年福建省三起布鲁氏菌病暴发疫情调查 

2014 年 5 月 23 日，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疾控中心 (CDC) 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位于下河乡北坑山区一家养羊场的 4 名职业人员被确诊为布病；

7 月 6 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报告宁德市霞浦县北壁乡会洋村 1 名 12 岁学生被确诊为

布病；7 月 21 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报告龙岩市新罗区一名 2 岁儿童被确诊为布病。

为了调查病例感染来源、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危险因素，提出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福建

省 CDC 疫源科、应急科及 CFETP 学员，分别于 5 月 26 日、7 月 6 日、7 月 21 日连同地

方 CDC 与地方农业部门对该三起事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三起疫情的疑似病例定义分别为：2014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漳州市云霄县下河乡

孙坑村北坑山区养羊场的工人中、2014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宁德市霞浦县北壁乡会洋

村村民中、2014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龙岩市新罗区确诊病例马某家庭成员中，出现发

热 (≥37.5℃) 并伴乏力、多汗或肌肉关节痛症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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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4 年 3–6 月，福建省漳州市、宁德市及龙岩市相继出现三起人感染布鲁氏菌

病 (简称布病) 暴发疫情，共 11 例病例、5 例隐性感染者。三起疫情中养羊职业人群

感染率为 48% (10/21)，与羊只有过接触的非职业人群感染率为 21% (4/19)，喝生羊

奶者感染率为 100% (2/2)。养殖人员无防护操作以及社区居民喝生羊奶是主要感染

方式。 
福建省自 2003 年首次报告人感染布病以来，病例数逐年增加，2014 年连续发生

3 起疫情，提示布病在福建省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三起疫情中，除龙岩

市疫情的感染羊只来自外省，其余两起均为省内感染羊只导致，提示布病已经在福

建省当地养殖动物中存在并造成传播。如果不及时控制这种情况任其发展，福建省

将有可能成为布病疫源地，布病疫情将会在福建省内进一步传播和扩散。因此，福

建省政府应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责成农业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对养殖动物开展监

测和检测，及时发现疫畜并进行妥善处理，对该省的染疫动物进行“拔源”，防止布

病在福建省扎根，从而减少人间布病病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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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疫情中，确诊病例为疑似病例血清标本布鲁氏菌抗体检测虎红平板凝集反应初筛

阳性且试管凝集试验滴度≥1:100 者，隐性感染者为无临床表现、但试管凝集试验滴度≥

1:100。 
调查中均通过查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查看事发地医疗机构的门诊和住院记录、政府

动员宣传 (广播、海报以及村干部下乡逐户告知) 等方式开展病例搜索。调查组还通过访

谈农业部门相关人员，查阅各种报表及汇总材料 (包括管辖区域内的养殖户名单、养殖种

类、养殖规模、免疫情况、年度总结材料和畜牧部门工作量统计表)，掌握当地动物养殖

种类及规模、来源、销售去向、免疫情况等信息，了解农业部门在管理方面存在的困难。

此外，通过问卷调查职业人群的基本信息、职业史、防护措施、工作与饮食习惯以及布病

认知情况等信息，现场查看职业人群皮肤暴露部分是否有破损。 
三起疫情共搜索到 16 名感染者 (11 名病例、5 名隐性感染者)。漳州市病例均为北坑

山区一家养羊场的职业人群，感染率为 41% (7/17)；宁德市病例发生在 2 家养羊户以及和

羊只有过接触的村民中，其中职业人群 (两家养羊户的 4 名养殖人员及一家养猪户的 1 名

养殖人员) 感染率为 60% (3/5)、与羊只有过接触的村民感染率为 18% (3/17)；龙岩市病

例发生在社区居民中，病例来自同一家庭，感染率为 75% (3/4)。详见表 1。  
 

表 1  2014 年福建省三起布鲁氏菌病疫情疫点分布及感染情况 
疫情发生地 人群类型 调查 

人数 
检测 

人数 
病例 

人数 

隐性感染者

人数 

感染者 

总人数 
感染率

(%) 

漳州市孙坑村 养殖人群 17 17 5 2 7 41 
宁德市会洋村 养殖人群  5  5 1 2 3 60 

宁德市会洋村 接触羊只的村民 17 17 2 1 3 18 

龙岩市新罗区 社区居民  5  4 3 0 3 75 

 

流行曲线显示 11 例病例发病时间比较分散，漳州市和宁德市的疫情均持续近 3 个月，

提示疫情为持续暴露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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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 年福建省三起布鲁氏菌病疫情流行曲线 
 

11 例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  (100%)、多汗 (82%)、肌肉关节酸痛 (82%)、乏力

(73%)、肝肿大 (36%)、脾肿大 (18%)和头痛 (18%)。病例发病到首诊时间中位数为 1.5
天 (范围为 0–13 天)，首诊至确诊时间中位数达 32 天 (范围为 2–88 天)。首诊时 60% (6/10)
的病例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20% (2/10) 诊断为发热查因，10% (1/10) 诊断为骨关节挫

伤，仅 1 例诊断为布病疑似病例。 
漳州市疫情发生在云霄县下河乡孙坑村北坑山区一家养羊场。该养羊场有工作人员

17 名，其中固定职员 13 人、临时员工 4 名。固定职员从业时间中位数为 7 个月(范围为 2–7
个月)，临时员工从业时间中位数为 30 天(范围为 21–31 天)。7 名感染者均为固定职员。

现场发现 17 人中有 10 人裸露皮肤处存在创口或疤痕，作业时无任何防护措施，均未接种

过布病疫苗，对布病的临床表现及防护措施无任何了解。 
宁德市疫情发生在霞浦县北壁乡会洋村。该村养羊人家有 5 户，养殖人员 8 人，总养

殖量 154 头。其中，规模最大一户养羊 78 头，最小的仅养 10 头。另外，该村有养猪户 1
家 (约 50 头)，养牛户 1 家 (3 头)。调查组只采集到 2 家养羊户 (4 人) 及 1 家养猪户 (1

3 月 10 日  4 月 2 日 4 月 14 日 5 月 8 日   6 月 2 日 

病例数 

4 月 2 日       6 月 2 日   7 月 1 日 

5 月 8 日  6 月 2 日     7 月 16 日 

发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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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5 份血液标本。其中，2 人为隐性感染者、1 人发病，感染者均来自养羊户。另外，

在与该村羊只有过接触 (例如触摸、怀抱等方式) 的 17 名村民中，出现 2 例病例，均为学

生，系一家养羊户病例的邻居，放学后常到山上与羊只玩耍，常接触幼羊。对两家养羊户

的 4 名养殖人员、1 名养猪人员以及 17 名与羊只有过接触的村民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均

对布病的临床表现及正确防护措施无任何了解，无布病疫苗接种史。 
龙岩市疫情发生在该市新罗区的一个家庭，为非养殖户。患者马某自诉 5 月 1 日下午

4 时左右，其一家 4 口散步至龙岩高速路口附近，发现有一装载数十只羊的车辆停靠，出

于好奇，与羊主开始交流。羊主称羊只来自陕西，未提及羊只运往何处。期间马某及其妻

子抱起一只刚出生的羊羔 (全身湿漉漉)，还触摸了数只羊。此外，马某购买了现场挤下

来的羊奶，约 500 ml，分两次于当天及次日供儿子及侄子饮用，饮用前仅加热至 40℃左

右。两名饮羊奶的婴幼儿分别于 6 月 2 日及 7 月 16 日发病。除此之外，马某一家否认有

其他动物接触史。马某一家表示未听说过布病，对其临床表现及防护措施无任何了解，未

接种过布病疫苗。 
三起疫情中共调查 21 名养羊职业人群，感染率为 48% (10/21)；19 名非职业但与羊

只有接触的人员，感染率为 21% (4/19)；两名喝生羊奶的婴幼儿感染率为 100% (2/2)。布

病发病风险最高的接触方式分别为死胎处理(100%)、喝生羊奶(100%)及接羔(82%)(表

2)。 
 

表 2  2014 年福建省三起布鲁氏菌病疫情中不同接触方式及感染情况 

人群类型 接触方式 接触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职业接触人群 死胎处理  4 4 100 
接羔 11 9  82 

养殖 13 3  23 

清洗 13 2  15 

管理  2 0   0 

非职业接触人群 喝生羊奶  2 2 100 

触碰* 19 4  21 

* 触碰指出于好奇触摸羊只或与羊只玩耍 
 
对疫情发生地养殖羊只的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漳州市北坑山区养羊场羊只阳性率

为 46% (121/262)，宁德市两家养羊户羊只阳性率为 41% (7/17)。 
漳州市北坑山区养羊场始办于 2013 年 9 月，羊只均来自福建省内。其中，漳州市内

来源羊只为 2013 年 9 月分别从漳浦县盘陀镇、云霄县东厦镇购进 (90 头、60 头 ) ；同省

外市来源羊只为 2013 年 9 月从三明市尤溪县购进 (51 头)、2013 年 10 月从龙岩市适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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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 (122 头 )。该养羊场的所有羊只均购自无牌照的养殖户，无任何检验检疫证明。自

养羊场开办以来，所有羊只均未与其他养殖场的动物有过接触，也未接种过任何疫苗 (表
3)。2014 年初，多只母羊无明显诱因出现流产或死胎。 

宁德市两家养羊户的羊只也来自福建省内。养羊户 A 从 2011 年初开始从事羊只养殖，

羊只购自该市霞浦县北壁乡山河村，共 16 头，期间无其他购进记录。所有羊只均已接种

口疮弱小病毒疫苗、口蹄疫疫苗、羊痘疫苗、三联四防疫苗，但均无布病疫苗接种史 (表
3)。2013 年底无故出现数只羊流产。养羊户 B 也从 2011 年初开始养殖羊只，在 2011 年

从福州市闽清县金沙镇购进羊只约 40 头，于 2013 年从邻居家整批购进 12 头。所购羊只

均无任何检疫程序。两批羊混合喂养，中间无任何隔离观察期。据介绍，该户羊只于 2013
年底数次与养羊户 A 的羊只接触 (两户养殖场所相距很近)，并无与其他人家动物接触史。

所有羊只均已接种口疮弱小病毒疫苗、口蹄疫疫苗、羊痘疫苗、三联四防疫苗，但均无布

病疫苗接种史 (表 3)。2013 年底与 2014 年初无故突然出现数只羊流产。  
 

表 3  2014 年福建省布鲁氏菌病暴发疫情中三家涉事养殖场所的基本情况 

养殖场所 养殖 
年限 

羊只疫苗 
接种史 

羊只检疫 
证明 

羊只销售 
去向 

羊只购进时间和地点 

漳州市北坑山区 
养羊场 

9 月 无 无 无 2013 年购自漳州市； 
2013 年购自福建省三明市

和龙岩市 
宁德市养羊户 A 
宁德市养羊户 B 

3 年 无 无 当地 2011 年购自宁德市 

3 年 无 无 当地 2011年购自福建省福州市； 
2013 年购自宁德市 

 

访谈农业部门相关人员得知，漳州市云霄县仅 10%的养殖户有动物防疫证明，对养殖

规模在 200 头以下的养殖户管理困难；宁德市霞浦县农业局未能全面掌握北壁乡动物养殖

情况，其专业人员对布病的临床表现及预防控制措施不是太了解；龙岩市农业部门对养殖

动物的来源及去向信息登记不全。 
疫情发生后，疾控及农业部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互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开展

相关调查。截至疫情结束，对 11 例病例均进行了规范化治疗，对隐性感染者进行了电话

追踪观察，涉事三家养殖场所的 501 头羊只已全部进行捕杀及深埋。 
 

评论 
2014 年 3–6 月，福建省漳州市、宁德市及龙岩市相继出现三起人感染布病暴发疫情，

共 11 例病例、5 例隐性感染者，无危重及死亡病例。三起疫情中养羊职业人群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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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0/21)，非职业但与羊只有过接触的人群感染率为 21% (4/19)，喝生羊奶的婴幼儿

感染率为 100% (2/2)。养殖人员无防护操作以及非养殖人员喝生羊奶是这三起疫情的主要

感染方式，职业人员及普通民众对布病缺乏认识，农业部门监管不到位也间接导致布病的

进一步扩散。 
布病是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兽共患慢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及畜牧业的发

展，是全球最常见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之一。我国布病的发病率从 2004 年的 0.92/10 万增加

到 2013 年的 3.19 /10 万，10 年间增加了 3.5 倍，甚至在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造成

不同程度的流行与暴发[1]。然而既往病例多集中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及南部省份多呈

零星发病，鲜有聚集性疫情报道。福建省 2003 年首次报告人感染布病，2013 年以前病例

均呈散在分布，之后病例数突然增多并于 2014 年连续发生三起暴发疫情，提示布病在福

建省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三起疫情中，除龙岩市疫情的感染羊只来自陕西外，

其余两起均为省内感染羊只导致，提示布病已经在福建省当地养殖动物中存在并造成传

播。如果不及时控制这种情况任其发展，福建省将有可能成为布病疫源地，布病疫情将会

在福建省内进一步传播和扩散。因此，福建省政府应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责成农业部门采

取强有力措施，对养殖动物开展监测和检测，及时发现疫畜并进行妥善处理，对该省的染

疫动物进行“拔源”，防止布病在福建省扎根，从而减少人间布病病例的发生。 
目前《全国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中的暴发标准是“在一个潜伏期内，局部地区

或一个集体单位内发生 3 例以上病人”。从本次调查看，漳州和宁德的疫情均持续近 3 个

月，而且还有较高的隐性感染比例，提示一旦有感染的动物作为传染源存在时，如不及时

采取控制措施，则周围人群有可能持续受到感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建议每发现 1 例人

间布病患者，都应该对其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进行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便及时发现其他

的感染者，从而做到对病例的早发现和早治疗，降低布病的疾病负担，并采取相应控制措

施防止更多的感染发生。另外，本次调查显示 11 例病例从首诊到确诊的时间间隔长 (2–88
天)，且首诊误诊率高达 90%，提示大部分临床医生未能掌握布病的诊疗标准，在诊疗过

程中忽视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与刘公平等[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本次调查中病例累及

一般人群 (5 例; 占 45%)、被调查对象 (44 名) 对布病的知晓率为 0%、职业人群作业时无

任何防护，这些调查结果提示对人群开展布病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因此，相关部

门需加强宣传，提高职业人群及公众布病防护知晓率，定期开展多种场所、多种职业暴露

的布病防治宣传教育，改变职业人群的高危行为习惯。 
 

CFETP–13：陈宏标                  指导老师：欧剑鸣  洪荣涛  施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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