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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南昌市某教育中心出现的以咽痛(发热为主的聚集性上呼吸道感染疫情的感染来
源(传播途径和危险因素!为今后同类型的疫情处置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方法!#$#2年1月#3日!南昌市某
教育中心报告一起以咽痛(发热为主的聚集性疫情!按照病例定义进行病例搜索!对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描述
其三间分布!调查可疑因素$采集病例咽拭子标本!运用9#种呼吸道病原体微流体芯片法进行检测%采用逆转
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法对样本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此次疫情通过气溶胶及接触传播!共发生流感嗜血杆菌感
染#"例!历时23K!总罹患率为"42#/$病例的临床症状主要以咽痛(发热为主$采集咽拭子标本20份!2!份
流感嗜血杆菌核酸阳性$通过对病例进行隔离治疗(环境消杀(健康宣教等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结
论!此次事件是一起由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暴发疫情!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控关键$

"关键词#!流感嗜血杆菌%!教育中心%!疫情%!暴发%!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2$4!3"3"546--742$$3%..234#$#!4$34$21 中图法分类号$W21!4!
文章编号$2$$3%..23"#$#!#$3%2.#!%$9 文献标识码$:

92&4+5&/+*3*,+'-3+2;&)(+,-(+*2*%-2*8(6.&-0'-8)&56A
P-&/*47+38)+2%38&2Q-&+2-2&58'-(+*2'&2(&."

!"OAS0*2!"A@'292*+2!KG$%!9)Q)'*+2!&A&2*+#!:O$%,4*5'22!RAJ0*6)*+2!,AJ)*+U4*2#

"2IR943266'721'5)2*A*)5=21/)46<G()<4L)262+82=:5'54S48-'721'5218=21H*=4;5)20>
K)>4'>4E14B4*5)2*'*<32*5126)J)'*+.)E12B)*;)'6V48-'721'52182=#*)L'6W21)+)*'*<

N4;521W721*4K)>4'>4>)$'*;9'*+34*541=21K)>4'>432*5126'*<E14B4*5)2*!

$'*;9'*+!J)'*+.)!!$$!1!39)*'%#IJ)*.)'*K)>51);534*541=21K)>4'>432*5126'*<
E14B4*5)2*2=$'*;9'*+3)58!$'*;9'*+!J)'*+.)!!$$!1!39)*'#

&96)(.-'('!"6:&'(+;&!;<67=>-?6@A?>?B>67C>D?6<7-<MED>!?EA7-F6--6<7E<M?>A7KE6-GCAD?<E-<CDIM-%
?>E>KMJJ>EE>-J6EA?<EO?EAD?67C>D?6<7P6?BJBAEO7@>AIJA67A7KC>=>E67A7>KMDA?6<7D>7?>E67ZA7DBA7@D6?O!

-<A-?<JE<=6K>?B><E>?6DAILA-6-A7K>HJ>E6>7D>C<E?B>?E>A?F>7?<C?B>-AF>?OJ><C>J6K>F6D67?B>CM?ME>4
<&(7*5)!S7:M@M-?#3!#$#2!A7>KMDA?6<7D>7?>E67ZA7DBA7@'6?OE>J<E?>KADIM-?>E>J6K>F6DFA67IODBAE%
AD?>E6Q>KLOJBAEO7@>AIJA67A7KC>=>E4'A->->AEDBPA-D<7KMD?>KADD<EK67@?<?B>DA->K>C676?6<7!A7K?B>DA%
->-P>E>E>?E<-J>D?6=>IOA7AIOQ>K?<K>-DE6L>?B>6E?BE>>K6-?E6LM?6<7A7K67=>-?6@A?>-M-J6D6<M-CAD?<E-4RBA%
EO7@>AI-PAL-AFJI>-P>E>D<II>D?>K!A7KP>E>K>?>D?>KLO9#G67K-<CE>-J6EA?<EOJA?B<@>7-F6DE<CIM6K6DF6%
DE<DB6JF>?B<K4W>=>E->?EA7-DE6J?6<7J<IOF>EA->DBA67E>AD?6<7PA-M->KC<E7MDI>6DAD6KK>?>D?6<7<C?B>
-AFJI>-4=&)83()!;B6-<M?LE>AGPA-?EA7-F6??>KLOA>E<-<IA7KD<7?AD?4:?<?AI<C#"DA->-<C+A>F<JB6IM-
67CIM>7QA>67C>D?6<7<DDMEE>K6723KAO-!P6?BA?<?AI67C>D?6<7EA?><C"42#/4;B>FA67DI676DAI-OFJ?<F-P>E>
JBAEO7@>AIJA67A7KC>=>E4:?<?AI<C20?BE<A?-PAL-J>D6F>7-P>E>D<II>D?>K!2!<CPB6DBP>E>J<-6?6=>C<E+A>%
F<JB6IM-67CIM>7QA>7MDI>6DAD6K4;B>>J6K>F6DBAKL>>7>CC>D?6=>IOD<7?E<II>K?BE<M@BF>A-ME>--MDBA-6-<IA?6<7A7K
?E>A?F>7?<C?B>DA->-!>7=6E<7F>7?AIK6-67C>D?6<7A7KB>AI?B>KMDA?6<74>*2'38)+*2!;B6-6-A7<M?LE>AGDAM->KLO
+A>F<JB6IM-67CIM>7QA>!A7KDM??67@?B>?EA7-F6--6<7E<M?>6-?B>G>O?<JE>=>7?6<7A7KD<7?E<I4

&@&AB*.5)'!+A>F<JB6IM-67CIM>7QA>%!*KMDA?6<7D>7?>E%!*J6K>F6D%!SM?LE>AG%!*J6K>F6<I<@O%!
U7=>-?6@A?6<7E>J<E?

*!#.2*现代医药卫生#$#!年.月第!3卷第3期!X(<K(>K+>AI?B!(AO#$#!!Y<I4!3!Z<43

" 基金项目!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普通项目##$##22"1"$)

!!作者简介!周坤#233#,$'硕士研究生'医师'主要从事传染病流行病学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研究)!# !通信作者'*%FA6I!

2#3!#9.2!3!NN4D<F)



!!流感嗜血杆菌是缺乏鞭毛的革兰阴性小杆菌'为
有氧或兼性厌氧生物)大部分流感嗜血杆菌均为机
会性感染细菌'当机体免疫力下降后会引起多器官(
组织的侵袭性感染%2&)流感嗜血杆菌一般可分为"
型!A(L#又称乙型$(D(K(>型及C型%#&)流感嗜血杆
菌入侵人体后'会引起中耳炎(脑膜炎(肺炎等疾
病%!%9&)长期以来'流感嗜血杆菌感染是导致.岁以
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
年大约有!$$万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严重病例'导
致大约!14"万例儿童死亡%"&)流感嗜血杆菌较广泛
地寄居于健康人群的上呼吸道'主要由呼吸道分泌物
通过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进行传播%0&)

#$#2年1月#3日'南昌市某教育中心报告一起
以咽痛(发热为主的聚集性疫情'为查找感染来源(传
播的危险因素'以及更好地控制疫情'遂开展本次流
行病学调查'为今后同类疫情处置提供借鉴)

C!对象与方法

C4C!调查对象!该教育中心办案(看护(后勤保障等
相关工作人员)

C4D!调查方法

C4D4C!制定病例定义!#$#2年1月2#\!$日'该教
育中心内相关人员出现发热#&!04!_$(咽痛者+临
床诊断病例满足疑似病例定义'且与实验室诊断有流
行病学关联的病例+实验室诊断为疑似病例或临床诊
断中'咽拭子经检测核酸阳性者)

C4D4D!病例搜索!根据病例定义'由南昌市进贤县
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开展全教育中心的病例

主动搜索工作'由临床医生进行诊断)

C4D4E!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使用流感嗜血杆菌感染
暴发疫情个案调查表'对所有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
收集病例的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果'开
展三间分布的描述(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分析)

C4D4F!样品采集!采集疑似病例的咽拭子标本'采
用9#种呼吸道病原体微流体芯片法进行检测+采用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法对样本进行新型冠状#新
冠$病毒(流感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呼吸道腺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嗜血杆菌核酸检测)

C4D4H!环境卫生学调查!对该教育中心基本情况(
饮食供餐及饮水进行调查)

C4E!数据处理!采用*HD>I#$2"录入调查数据并进
行整理'对病例的发病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人群分布
和可疑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

D!结!!果

D4C!基本情况!该教育中心位于南昌市进贤县开发
区'包括方正楼(方兴楼和方正苑四苑#梅(兰(竹(菊
苑$'以及2个食堂)中心共有工作人员9#.人'其中
看护人员23$人'办案人员290人'后勤保障人员"1

人'安全员#$人)#$#2年1月2#,!$日该教育中心
共报告病例#"例'其中男#.例'女2例'年龄21##.
岁)病例主要分布在梅苑#楼'罹患率为#"43#/#0"

#"$+其次为竹苑9楼'罹患率为#!4$1/#""#"$)此
外'其他楼层也有相似症状病例报告)所有病例均为
轻症'无重症(死亡病例)

D4D!流行病学特征

D4D4C!首发病例调查!首发病例'章某'男'为梅苑

$$2办案组安全员'居住于梅苑#楼#$20室)"月9
日因咳嗽(咳痰#K'前往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
治疗'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月#.日康复后出院'
当天前往教育中心上班)病例自述于1月2#日出现
发热#最高体温!3_$(咽痛(乏力等症状'前往南昌
市进贤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服药后症状缓解并返回工作岗位)

D4D4D!时间分布!首发病例于1月2#日发病'1月

#2日发病2例'1月#0日发病2例'1月#1日发病1
例'1月#3日发病2#例'达到发病高峰'最后2例发
病时间为1月!$日)此次疫情持续23K'呈点源暴
露模式'见图2)

图2!!南昌市某教育中心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发病时间

分布图

D4D4E!楼层分布!该教育中心共发病#"例'发病主
要集中在梅苑#楼'罹患率为#"43#/#0"#"$+其次是
竹苑9楼'罹患率为#!4$1/#""#"$+菊苑2楼和方正
楼病例最少'均为2例'在方正苑内呈聚集性感染
模式)

D4D4F!人群分布!所有病例均为该教育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其中看护人员#$例'办案人员!例'安全员#
例'后勤人员 2 例)发病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为

#.a2)

D4E!临床症状!所有病例急性起病'症状均为轻型'
以咽痛(发热为主'伴有全身酸痛(乏力等症状'其中
咽痛者占2$$4$$/'发热者占0"43#/'头痛者占

9!4!2/'全身酸痛者占!94"#/'乏力者占!94"#/'
见表2)患者病程2#9K'中位数!K)

D4F!聚集性疫情传播机制!根据每天新发病例数'
结合病源传播原理和干预措施绘制聚集性疫情发生

机制示意图'见图#)此次疫情是感染首发病例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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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群体所在地#方正苑$后'作为传染源而引发续发
病例'并在病例隔离(疫情报告(调查处置(通风消毒
和健康教育等综合防控措施作用下的聚集性疫情)
可以看出首发病例就诊后'续发病例约在第20天有
一个发病高峰'续发病例#.例'经处置后发病率
下降)
表2!!南昌市某教育中心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病例主要

!!!临床症状分布&*e#"'

临床症状 发病#*$ 百分比#/$

咽痛 #" 2$$4$$

发热 #$ 0"43#

头痛 22 9#4!2

全身酸痛 3 !94"#

乏力 3 !94"#

图#!!南昌市某教育中心流感嗜血杆菌感染聚集性

疫情发生&病源传播'机制示意图

D4H!危险因素调查!该教育中心的用餐均由单位食
堂统一制作'所有原料均为当天采购的新鲜食材'每
餐剩饭菜全部倒掉'未发现可疑食物)食堂属于自己
管理'所有后厨工作人员均全部经过体检'未发现传
染病)所有教育中心人员食用相同种类食物'未发现
可疑食物进食史)饮水为单位内供应桶装水'教育中
心工作人员均饮用单位提供的桶装水'无可疑饮
水史)

D4I!实验室检查情况!1月#3日'南昌市进贤县疾
控中心采集2$份病例咽拭子标本'送南昌市疾控中
心检测'2$份标本流感嗜血杆菌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新冠病毒(流感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呼吸道腺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1月!2
日'南昌市疾控中心新增采集0人份咽拭子'其中!
份流感嗜血杆菌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采集#$例病例
血清学检测结果中'23例中性粒细胞和'反应蛋白
增高'符合细菌感染的特征)

D4J!控制措施!根据调查掌握情况'初步判定此次
疫情为一起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教育中心流感样聚

集性疫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患者立即进行隔
离治疗'症状消失后'继续隔离!K'对该教育中心的

所有楼栋的楼层加强通风并进行消毒处理)继续做
好人员健康检测'中心内所有人员每天报告自身健康
状况'出现咽痛(发热等症状立即隔离治疗)同时'对
中心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健康宣教'提高其自我防护
能力)

E!讨!!论
流感嗜血杆菌通常存在于人的鼻(喉部'为机会

性致病菌'是儿童最常见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和中耳炎
的病原体%1&'一般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国内已有多
项调查显示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以儿童为主%3%29&)流感
嗜血杆菌感染引起的成人暴发疫情在国内外少见'此
次疫情在成人中暴发'与以往的报道不同'可能是与
此次疫情人员性质(办公场所特殊有关)

本次疫情发生地的办公(活动和居住场所相对封
闭'夏季空调长时间开启'开窗通风较少'此外'用餐(
开会(体育活动等人员聚集较多'呼吸道传染病易发'
符合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环境条件%2.%2"&)本次疫情
发生在1月'符合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季节分布%20&)
病例咽拭子流感嗜血杆菌核酸检测阳性'确定此次事
件为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引起的暴发疫情)病例所住
楼层显示存在空间聚集情况'提示可能存在近距离空
气飞沫传播)事件的发病流行曲线提示本次事件为
点源暴露模式'病例在方正苑中分布呈现聚集性'提
示人%人传播'首发病例最有可能是疫情暴发的源头)

本次疫情中的所有病例均在单位食堂就餐'和未
发病的病例饮用相同的单位桶装水'食用相同食物'
不支持食源性和水源性引起疫情暴发的假设)首发
病例"月份曾因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治疗'病例出院
后免疫力可能受影响'存在持续带菌的可能'1月2#
日又出现发热症状'并在症状缓解后上班'之后首发
病例的接触人员陆续报告发病'其居住的梅苑#楼病
例数最多'菊苑(梅苑(竹苑病例呈现同一组相对集中
分布情况'安全员#首发病例从事岗位$发病率也较
高)首发病例起病后'通过共同参加会议(日常生活(
工作接触传播至同一组看护和其他组安全员'相关人
员感染后'通过工作(集体用餐和递烟等接触进一步
传播)

综上所述'本次疫情是一起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引
起的暴发疫情'疫情可能是首发病例导致的交叉感
染'主要传播方式可能是由通过气溶胶和密切接触传
播)故集体单位应加强流感嗜血杆菌的监测(预防等
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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