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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洋洲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

新几内亚及太平洋热带岛屿，历史上并

无   基孔肯雅热疫情，但2011年以来新喀里

多尼亚持续发生基孔肯雅热暴发，提示大洋洲其它地

区可能也存在适宜基孔肯雅热传播风险的蚊媒以及社

会因素和环境条件。本文讨论了近期出现的基孔肯雅

病毒(  chikungunya virus，CHIKV)E1:A226V变异株对

大洋洲地区的威胁。

  基孔肯雅热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

由    C H I K V感 染 引 起 。 C H I K V属 于 披 膜 病 毒 科

(Togaviridae)甲病毒属(Alphavirus)。基孔肯雅热的临

床特征包括突然发热(可持续2周)、疼痛、疲劳，成人

感染后出现的多发性关节炎可持续1年。基孔肯雅热于

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首次被发现，主要表现为成人多

发性关节炎[1]。在2005–2006年    留尼旺岛基孔肯雅热

大规模暴发中还报告有其它症状，包括躯干和四肢斑

丘疹、头痛、恶心、呕吐、腹泻和乏力[2]。

  CHIKV分为3个基因型，即  亚洲型、东/中/南非

洲型(   Eastern/Central/Southern African，ECSA型)、西

非型。  过去十年来，ECSA型已成为亚洲及印度洋岛屿

和国家的优势毒株。2004–2005年，ECSA型从肯尼

亚传入科摩罗、  留尼旺岛、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

马约特岛等印度洋岛屿，导致疫情暴发，造成数十万

人发病 [3]。据估计，仅留尼旺岛77万居民中，就有

超过30%的人感染CHIKV[2]。2005年，基孔肯雅热

在印度开始流行，截至2011年累计疑似病例超过

139万例[4]。ECSA型也传播至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斯

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中国及缅

甸[3,5]。

早些年的CHIKV感染与传播媒介埃及伊蚊有关，

埃及伊蚊也是黄热病和登革热的传播媒介。然而，在

近年来   ECSA型  CHIKV所致的暴发中，白纹伊蚊已成为

主要的传播媒介[6]。对引发留尼旺岛和印度基孔肯雅

热大规模暴发的病毒株进行分析，结果显示，ECSA型

  大洋洲基孔肯雅热威胁

Paul Horwooda, Grace Bandea, Rosheila Daginab, Laurent Guillaumotc, John Aaskovd和Boris Pavline

通讯作者：Paul Horwood (e-mail：paul.horwood@pngimr.org.pg)。

病毒株在E1糖蛋白的第226位发生点突变，由丙氨酸

变为缬氨酸，从而增强了CHIKV在白纹伊蚊中的传染

力[7]。后续研究结果显示，E2糖蛋白氨基酸的变化对

E1糖蛋白A226V突变有较强的调节作用[8]。

2011年2~6月  ，新喀里多尼亚发生由亚洲型

CHIKV引发的基孔肯雅热暴发[9]，这是大洋洲首次出现

基孔肯雅热疫情。在这起暴发中，仅发现33例病例，

这是由于疫情发生在寒冷季节、并且在早期发现病例

后就采取了全面的控制措施。

2012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尼莫市暴发一

起发热并关节炎疫情。随后的调查发现，该起暴发是

由发生了E1:A226V突变的  ECSA型CHIKV所致。通过

被动监测的方式，共报告了1500多例疑似病例[10]。

白纹伊蚊在当地密度较高，被怀疑为传播媒介。暴发

发生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个省份通过实时RT-PCR
检测确诊了  基孔肯雅热病例，另有3个省份发生疑似基

孔肯雅热暴发。值得注意的是，该起暴发扩散至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这也是该国高原地区首次确

认虫媒病毒病暴发。尽管高原地区已多年未开展昆虫

学调查，但该起暴发提示该地区的伊蚊数量较高。这

点十分重要，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半数以上的人口居

住在高原地区。

大洋洲存在大量属于埃及伊蚊种和鳞斑伊蚊群的

蚊媒，如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玻里尼西斑蚊，被认为是

CHIKV的传播媒介 [11,12]。更重要的是，基孔肯雅热

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在该地区普遍存

在。除了新西兰、   富图纳和一些小孤岛，太平洋地区

的所有国家都有埃及伊蚊分布[13]。白纹伊蚊在20世
纪60年代侵入大洋洲，目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

大利亚托雷斯海峡地区、斐济、所罗门群岛、东加群

岛及瓦努阿图均有发现[13,15]，因此上述地区一旦有

ECSA型CHIKV输入，很容易在当地人群中 暴发。按照

1979年和1980年印度洋岛屿基孔肯雅热大规模暴发

以及相关虫媒病毒罗斯河病毒席卷太平洋地区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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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6]，警示CHIKV可能会对大洋洲造成类似的影响

(见图1)。

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均在基孔肯雅热等虫媒

病毒疾病的传入和持续传播中起重要作用。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太平洋岛屿社

区，贫困的生活条件以及自然和人为蚊虫孳生地的大

量存在可以引发虫媒病毒传染病的快速传播。大洋

洲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有利于蚊虫全年繁殖，

CHIKV的传播不太可能阻断。太平洋岛屿社区可能尚

不具备为预防基孔肯雅热暴发所需采取蚊媒控制措

施的人力和财力。然而，有效的监测、有针对性的

蚊媒控制(包括社区主动参与消除蚊媒孳生地)及防护

蚊虫叮咬的健康教育，可能会有效降低暴发相关疾

病负担。大洋洲亟需有协调一致的预防和应对虫媒

疾病的地区策略，以降低未来虫媒疾病如基孔肯雅热

和登革热暴发的影响。

引用本文地址：

Horwood P et al. The threat of chikungunya in Oceania. 
Western Pacific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Journal, 
2013, 4(2):8–11. doi:10.5365/wpsar.2013.4.2.003.

图1. 最近发生在大洋洲的基孔肯雅热暴发以及蚊媒分布

注：标红的国家为曾有基孔肯雅热暴发的国家。

* 埃及伊蚊分布于除富图纳和一些小孤岛以外的整个地区。

† 瓦努阿图是否存在白纹伊蚊尚未正式确认，但高度怀疑存在该蚊种。

‡ 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尚未发现白纹伊蚊，但怀疑有此蚊种，因为临近岛屿如关岛和帕劳已确认有白纹伊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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