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禽流感

北京市禽类接触人员禽流感病毒血清学分析及风险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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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言

禽流感是一种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严重的

动物传染病
,

尤其是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人
,

为该病

毒适应人类宿主提供了可能
,

并大大提高了禽流感

与人流感病毒重组的几率
。

HSM 和 H g N Z 亚型禽

流感在我国养禽业中广泛流行
,

并 多次感染人
。

200 9 年 1 月 6 日
,

北京市确诊了一例禽流感病例
,

患者已死亡
。

导致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首要因素是

直接或间接接触病死禽或受污染的环境
,

为了了解

北京市禽类密切接触人群中 HSM
、

H g N Z 亚型禽流

感病毒的感染状况
,

我们于 20 09 年 5 月至 20 10 年 3

月采集了 3 0 5 份禽类密切接触者的血样
,

用微量中

和试验检测了血清中 HSM
、

Hg N Z 亚型禽流感病毒

的抗体水平
,

并对其中 2 07 位受检者进行了禽流感

认知水平调查
。

2 材料与方法

2
.

1 材料

抗原
:

A/ du e
k/ H u a be四 l/2 0 0 7 (HS N I ) ; A/

e hieke叮Sha n
酬

o n
岁Z B /2 0 0 7 (H g NZ )

。

血清样本来源
: 200 9 年 5 月至 20 ro 年 3 月禽类

密切接触的 305 人血样
,

其中男性 巧 5 人
,

女性 巧O

人
,

1 8
一

3 5 岁 7 6 人
,

3 6 4 5 岁 14 7 人
,

超过 4 5 岁 8 2

岁
,

养鸭人员 巧5 人
,

养鸡人员 1 14 人
,

鸡屠宰人员

3 6 人
。

2
.

2 方法 :

微量中和试验(MN )
、

统计学分析(卡方检验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对禽类 密切接触 者血清中 H S 和 H g 亚型

禽流感的抗体水平调查

在 3 05 份血清样本中
,

H5 抗体阳性数为 O 份
,

H g 抗体阳性数为 14 份
,

阳性率为 4
.

59 %
。

男性和

女性 H g 阳性率分别是 2
.

58 % (4/ 155 )和 6
.

67 %

(10 / 15 0 ) ; 18
一

3 5 岁
、

3 6 4 5 岁
、

超过 4 5 岁的 H g 阳性

率分别是 9
.

2 1% (7 / 7 6 )
、

2
.

7 2 % (4 / 14 7 )
、

3
.

6 6 %

(3 / 8 2 ) ;养鸭人员
、

养鸡人员
、

鸡屠宰人员的 Hg 阳

性率分别是 3
.

8 7 % (6 / 15 5 )
、

3
.

5 1% (4 / 1 14 )
、

11
.

1 1% (4乃6 )
。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性别 (尸

= 0
.

0 8 8 )
、

年龄(P
= 0

.

0 8 0 )
、

工种 (P
= 0

.

13 6 )的 H9
亚型禽流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2 对养禽人员关于禽流感知识
、

态度
、

实际操

作的调查

2 0 7 位调查者中
,

分别有 87
.

44 % 的人员知道禽

流感病毒可通过呼吸道传播
,

54
.

59 % 的人员知道消

化道传播
,

56
.

52 % 的人员知道粘膜传播 ; 分别有

7 9
.

71 % 的人员知道应避免禽类与人接触
,

65
.

22 %

的人员知道应避免禽类与猪接触
,

77
.

29 % 的人员知

道应避免禽类与野生禽接触
。

同时
,

87
.

44 % 的人员

知道禁止食用
、

买卖病死禽 ; 80
.

68 % 的人员知道提

高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是预防禽流感的有效措施
。

另外
,

56
.

04 % 的调查者对禽流感的危害认识不足
,

不认为禽流感病毒对公共卫生具有严重的威胁
。

虽

然 88
.

89 % 的人员工作时穿工作服
,

但仅 54
.

11 % 的

人员带手套
,

45
.

89 % 的人员带口罩
,

79
.

71 % 的人员

工作后洗手
。

调查表明禽类密切接触者对禽流感认

知程度普遍较低
,

针对生产中的这些不足
,

今后应该

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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