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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过去数十年中未发生过炭疽疫情的半路村报告了一例因屠宰病牛引发的疑似炭疽病例。为确认暴发、查明传
播途径和  实施控制措施，开展了现场调查。

方法：应急调查人员访谈了所有接触病牛的人员，采集病例的3种标本，进行血液涂片、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T-PCR)
及胶体金方法检测。对潜在感染炭疽杆菌的牛肉和牛群进行了追溯。

结果：在17名接触病牛的人员中检出5名确诊和3名临床诊断皮肤炭疽病例，罹患率为47%。潜伏期为1–8天，平均2
天。8名病例均是半路村居民，有皮肤溃烂，年龄在21–48岁之间。5名男性病例为职业屠宰手，2名女性和另外1名男
性病例为临时助手。病牛肉和牛皮以及同批牛或牛肉均被追回。使用含氯消毒剂对污染环境、屠宰用具及接触人员的
个人用品进行消毒。

结论：这起暴发是由接触病牛组织感染炭疽杆菌引起的。控制暴发的措施为召回所有潜在感染炭疽杆菌的牛肉、对屠
宰场所消毒、对可疑人员的个人用品和环境进行消毒。

皮
肤炭疽常发生在中国西部或北部牧区的牧

民或屠宰人群中[1,2]，以及像印度、孟加拉

等发展中国家 [3,4]。连云港市作为一个中

国东部的海滨城市，主要农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

但每年要从中国北部的牧场购买数千头牛充实市

场。半路村位于连云港市的西北部，有367户居民，

总人口为1466人，该村屠宰牛的历史悠久。在过去的

数十年间，连云港市未曾有皮肤炭疽病例的报告。

2012年8月2日，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接到某医院一名医生有关半路村炭疽病例的报

告，病例在该村三个屠宰场中最大的一个屠宰场工

作，在屠宰病牛后双手出现3处溃烂(左手小指2处、

右手背部1处)。经过电话初步核实疫情后，CDC当天

就派出流行病学和实验室专业人员前往现场开展调

查，同时将半路村皮肤炭疽疫情通报给兽医部门。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方法

按照国家炭疽诊断治疗与处置方案的要求[5]，采取面

对面访谈的方式，对接触病牛组织的所有可疑暴露人

员进行调查，包括屠宰、剥皮、分割、清洗牛肉及其

内脏、销售病牛肉等人员。暴发病例定义为：临床

诊断病例为皮肤出现溃烂，包括水泡型，和/或出现

黑色焦痂；确诊病例为疑似病例加三种实验室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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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一呈阳性者，即血涂片检出炭疽杆菌，血清、

水泡液及焦痂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炭疽

杆菌核酸阳性，或胶体金法检测炭疽杆菌抗原阳性。

调查内容包括姓名、年龄、职业、工种、发病

日期、症状体征和治疗等，同时收集村卫生室及医疗

机构相关病历记录信息。用Excel 2003建立数据库，

用Epi info 3.5.1 进行统计分析。采集血液、焦痂

及水泡液等三种标本，在连云港市CDC实验室进行

血涂片革兰氏染色镜检，江苏省CDC采用实时聚合

酶链反应(RT-PCR)和胶体金方法进行复核检测。

2012年8月2日，兽医部门工作人员也赶赴半路村开

展病牛肉的追踪调查，并召回潜在感染的牛肉及同

批牛，追踪结果通报给现场调查人员。作为暴发调

查工作无需申请伦理委员会批准，但在征得病例的同

意后方可采集其生物标本。

结果

流行病学调查

共调查了17名可疑人员，其中7名为屠宰手，5名
为临时助手，主要协助清洗病牛肉和脏器，4名为

购买病牛肉者，另1名为购买牛皮者。有8人符合

暴发病例定义，其中5人为确诊病例、3人为临床诊

断病例(表1)，罹患率为47.1%(8/17)。病例中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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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一个牧场。8月7日，数百公斤的病牛肉及牛皮被

召回(见图2)。

有26头牛在屠宰场的自动化生产线屠宰，其牛

肉在销往上海的途中被公安部门拦截并就地销毁。

34头牛销往南京，其牛肉被当地政府部门销毁。

8月11日在江苏省食品药品安全局的监督下，对在

半路村等待屠宰的43头牛进行了净化和深埋处理。

另外90多头牛销往邻近的省份，没有得到该省有关处

理结果的通报。

由于屠宰场的下水道及屠宰场所被病牛的血

液、污水和排泄物所污染，对污染的场所、屠宰工

具及屠宰人员的个人用品进行了消毒。8月2–18日，

每天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屠宰场所、屠宰工具和屠宰人

男性，2名女性，年龄在21–48岁之间，年龄中

位数为28岁。5名男性病例是职业屠宰手，2名女性

病例和另外1名男性病例为临时助手。8名病例均为半

路村居民，病例1是病例2的父亲，病例8是病例4的
母亲。

8名病例均有皮肤溃烂、发热、头晕、头疼、咳

嗽、胸痛、疲劳和腋下或颌下淋巴结肿大，50%的病

例发热超过39ºC。1名病例皮肤溃烂最多达9处，溃烂

直径最大为3.5cm，最小为0.2cm(见图1)。皮肤溃烂

的具体位置为：手臂 41%(9/22)，腿27%(6/22)，
手23%(5/22)，面部9.1%(2/22)。

屠宰病牛在2012年7月25日，第二天有3人发

病，7月27日2人发病，7月29日1人发病，7月30日1
人发病，最后1人发病在8月2日。潜伏期1–8天，中位

数为2天(见图2)。2012年8月4日，8名病例均被转送

至连云港市传染病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标准为经

过治疗后焦痂脱落。经用青霉素治疗，3名临床诊断病

例和5名确诊病例于9月1日前全部治愈出院(见表1)。

5例确诊病例中，3例(病例1、病例2、病例4)的
焦痂标本经RT-PCR检测炭疽杆菌核酸阳性，1例(病例

6)血液标本胶体金检测炭疽杆菌抗原阳性，1例(病例

7)的血液、水泡液和焦痂标本经血涂片、RT-PCR和胶

体金检测炭疽杆菌(核酸或抗原)阳性(见表1)。

追缴和环境控制措施 

在运输途中由于病牛的一条腿发生骨折，不得不在7月
25日进行人工屠宰。追踪结果表明，同日与病牛一起

到达半路村屠宰场的还有200多头牛，均来自中国东

表 1.  2012年7–8月中国连云港市半路村8例皮肤炭疽病例相关特征

病例 性别 年龄 工种 发病日期 出院日期 病例类型
血涂片
镜检

Real-time PCR
胶体金法

血清 焦痂 水泡液

病例 1 男 48 屠宰 7月26日 8月27日 确诊 (–) (–) (+) – (–)

病例 2 男 23 屠宰 7月26日 8月31日 确诊 (–) (–) (+) – (–)

病例 3 女 27 清洗 7月26日 8月16日 临床诊断 – – – – (–)

病例 4 男 21 屠宰 7月27日 8月20日 确诊 (–) (–) (+) – (–)

病例 5 男 59 清洗 7月27日 8月10日 临床诊断 – – – – (–)

病例 6 男 26 屠宰 7月29日 8月20日 确诊 – – (–) – (+)

病例 7 男 28 屠宰 7月30日 8月30日 确诊 (+) (–) (+) (+) (+)

病例 8 女 43 清洗 8月2日 8月16日 临床诊断 – – – – (–)

PCR – 聚合酶链反应；(+) – 阳性；(–) – 阴性。

图1. 2012年7–8月中国连云港市半路村皮肤炭疽病例

脸、右手臂和右腿皮肤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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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起暴发疫情的控制措施包括：召回病牛及

同批到达屠宰场的潜在感染的牛肉和牛皮，对屠宰

场、屠宰人员的个人用品及其环境进行消毒。由于在

屠宰病牛事件发生9天后才开始调查，屠宰场在此

期间每日均进行常规清洗，所以没有采集环境标本检

测炭疽杆菌。

通 过 对 暴 发 疫 情 的 调 查 提 出 以 下 建 议 ：

在半路村开展皮肤炭疽监测，教育屠宰人员皮肤炭

疽的传播方式及注意避免皮肤受损，落实包括个人

卫生和禁止购买或屠宰病死牛和其他动物为主的预防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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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个人用品进行消毒。对村卫生室和传染病医院的

医疗垃圾和病房每天进行消毒，直到8月31日病例全

部出院为止。

讨论

本文报告了2012年7月25日至8月14日间在连云

港市半路村发生的一起皮肤炭疽暴发疫情。病例的

潜伏期在1–7天之间，符合皮肤炭疽的潜伏期 [6]。

5例病例经实验室检测为炭疽核酸或抗原阳性。人感

染方式为接触病牛组织，这些牛应该是在原牧场感染

了炭疽杆菌。屠宰场于2012年7月份在中国北部某牧

场购买了具有检疫合格证的200头牛，该牧场所在地

区曾有皮肤炭疽疫情的报道[7]，2005年该地区发生

的一起皮肤炭疽暴发中，所有病例均在发病前6天内

屠宰过病、死牛[7]。

近期印度 [3]和孟加拉 [4]也有类似的暴发疫情报

道。在印度Bengal西部地区的一个小村落，因屠宰

一头死了的小公牛引发皮肤炭疽暴发，81.8%的病

例在屠宰过程中接触到炭疽杆菌，但罹患率为7%，

低于半路村的罹患率[3]。2011年4–8月，孟加拉共报

告了15例皮肤炭疽病例，也是因为屠宰病死畜引起，

病人的临床表现与半路村病例相似[4]。

图2.  2012年7–8月中国连云港市半路村皮肤炭疽暴发流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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