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流行。 调查表明 ,布病流行地方为当地的

偏、远、穷乡村 ,是当地政府扶贫的重点 ,农民

发展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是脱贫致富的一条

重要途径 ,由于畜牧业迅速发展 ,畜间检疫、

淘汰病畜、免疫措施跟不上 ,致使布病疫情回

升 ,并扩大蔓延 ,形成了 90年代布病在地区

分布上的一大特点。从病原学上看 ,疫区流行

菌型为羊 3型 ,而史料记载山东省主要流行

区为鲁北平原 ,流行种型为羊 1型〔3〕 ,流行地

区、流行种型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流行菌型

的变迁是由于羊种菌型之间的相互转化引

起 ,还是其他原因所致 ,尚需进一步调查研

究。

80年代布病病人的临床表现呈轻症化 ,

症状不典型
〔 4〕

, 90年代山东省布病病人的临

床表现 ,症状典型 ,病情重。 在布病流行区和

爆发点 ,多数病人表现较典型的稽流热型 ,

82. 72%的患者出现典型多发性、游走性关节

疼痛 ,特别是在 80年代病人几乎见不到的布

病特有的睾丸炎、滑囊炎、皮下结节等症状 ,

在部分病人中也表现出来。 这与流行种型属

羊 3型强毒株 ,基层卫生人员和群众缺乏布

病防治知识及群众经济条件差 ,病人不能得

到及时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有关。

从病人分布特点来看 ,发病仍以男性为

主 ,各年龄组均有发病 ,儿童和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发病构成明显上升
〔 4〕

,老年人发病增

多与他们在家中承担喂羊或放羊的任务有

关 ,儿童和老年人患病增多应引起关注。从流

行季节可见 , 1～ 7月份多见 ,较以往报道的

流行季节明显提前 2～ 3个月 ,这可能与孕羊

流产和产羔季节与其他省份不同或流行菌型

有关。职业分布与接触传染源机会密切相关 ,

感染方式调查说明 ,接触流产羔羊或自家、邻

居家的羊而感染发病仍为主要感染方式 ,另

有 2例果农购买病家羊粪作为肥料接触污染

的羊粪而感染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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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车地区维吾尔族食管癌流行病学分析

伍四春

　　为了解本地区维吾尔族食管癌的发病情况 ,笔

者对 1975～ 1995年间的 360例维吾尔族食管癌患

者纤维胃镜活检标本及手术切除食管标本的临床及

病理资料逐例复查 ,准确无误后进行统计和分析。

在本组 360例患者中 ,年龄最小者 31岁 ,最大

者 75岁 ,平均年龄 51. 9岁。 其中 50～ 59岁患者最

多 ,占 36. 1% ; 40～ 49岁患者居第二 ,占 23. 6% ; 40

～ 60岁患者共 215例 ,占 59. 7%。 男性患者 280例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十七医院　新疆库车县 842000

( 77. 8% ) ,发病年龄最低 35岁 ,最高 75岁 ,平均

52. 5岁 ;女性患者 80例 ( 22. 2% ) ,发病年龄最低 31

岁 ,最高 62岁 ,平均 49. 9岁 ,男女性患者比例为

3. 5∶ 1. 0。本组病例发生部位 ,在食管上段者 10例

( 2. 8% ) ,中段者 225例 ( 70. 8% ) ,下段者 95例

( 26. 4% )。360例患者中 ,分型为: 分化程度不同的

鳞癌 300例 ,占 83. 3% ;腺癌 40例 ,占 11. 1% ;小细

胞癌 20例 ,占 5. 6%。

(收稿: 1997-07-21)　　

·77·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98年 4月第 19卷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