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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探讨 2009~2012年武威市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的流行特征，为流感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 2009年 6

月 ~2012年 12月武威市流感样病例及病原学监测资料，分析流感样病例就诊比(ILI%)的变化规律、流感样病例的年龄分布和流

感病毒各亚型的变化。结果：2009~2012年，武威市的 ILI%分别是 1.94%、1.55%、1.12%、1.15%，ILI%高峰分别出现在 6月（2009

年）、7月（2010年）和 10月 ~次年 3月（2011年和 2012年）。ILI年龄构成显示病例以 15岁以下人群为主。2009~2012年，ILI样

本病原学检测阳性率为 19.00%；2009年，甲型 H1N1为优势毒株，构成比是 76.64%，2010年为季节性 H3（60.00%）、B型（29.23%）

混合流行；2011 年主要是甲型 H1N1（26.47%）、季节性 H3（29.41%）、A 未分型（29.41%）；2012 年为季节性 H3（31.78%）、B 型

（53.49%）混合流行。结论：2009年甲型 H1N1流感大流行之后，武威市流感的活动较为平稳，流行优势毒株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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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za Surveillance in Wuwei City from 2009 to 2012*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za characteristics in Wuwei city from 2009 to 2012,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nfluenza control. Influenza-like cases data and influenza virus surveillance data of Wuwei City from June

2009 to December 2012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regularity trend of ILI%(influenza-like illness consultation rati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LI ages and the activity discipline of each influenza virus type． The ILI% of 2009-2012 in Wuwei City were 1.94%, 1.55%,

1.12% and 1.15% respectively and the ILI% peak times were June (2009), July (2010) and October to the following March (2011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e ages of ILI were mainly under 15 years. 2009-2012, the pathogen detection positive rate of ILI samples was

19.00% ; 2009, A (H1N1) was the dominant strain, the constituent ratio was 76.64% ; 2010, it was mixed epidemic in seasonal H3

(60.00%) and B-type (29.23%); 2011, the epidemic strain were mainly A (H1N1)(26.47%), seasonal H3 (29.41%) and A unclassified

(29.41%); 2012, it was mixed epidemic in seasonal H3 (31.78%) and B-type (53.49 %). After the influenza A(H1N1) 2009

pandemic, the epidemic of influenza was relatively stable in Wuwei and the epidemic strain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Influenza; Aetiology; Influenza-like illness

前言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威胁人

类健康的常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的潜伏期短，经飞沫传

播，传播迅速，病毒变异快，人群对变异株普遍易感，控制难度

大，易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中国是新型流感病毒的多发

地，是世界流感监测的前哨[1]。2000以来，我国建立了以流感样

病例报告和病毒分离为主的流感监测网络[2]，甘肃省部分地区

已有相关报道[3,4]，甘肃省武威市从 2009 年 6月开始开展流感

监测工作，目前对武威市近年流感的流行情况尚未有描述，本

文就武威市 2009-2012年流感样病例监测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武威市的流感流行特征，为制定新的流感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 2009 年 6月 -2012 年 12月武威市流感样病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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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流感样病例（influenza-like illness，ILI）的年龄、发病

数和发病时间等。收集武威市流感网络实验室病原学监测资

料，包括检测的流感病毒阳性数和流感病毒的分型结果。资料

均来源于武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 方法
1.2.1 流感样病例的定义 流感样病例（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指发热逸38℃，同时伴咳嗽或咽痛症状之一者[5]。

1.2.2 监测方法和内容 在武威市流感监测哨点医院（武威市

人民医院）开展 ILI监测。由负责监测工作的医生诊断 ILI，每天

统计门诊的 ILI数以及门诊的就诊病例总数，计算流感样病例

就诊比(influenza-like illness consultation ratio, ILI%)。在病例知

情同意的前提下，采集 ILI咽拭子并送至武威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流感网络实验室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1.2.3 统计学分析 计算 ILI%、样本病原学检测的阳性率，采

用卡方检验比较各比、各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当 P<0.05时，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统计分析，采用 Excel 2003软件绘制流感样病例时间分布图。

2 结果

2.1 流感样病例的时间分布
2.1.1 长期趋势 2009~2012年，各年的 IL 1%分别为 1.94%、
1.55%、1.12%、1.15%。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武威市各年 IL1%有

显著性差异（x2=145.42, P<0.05）。
2.1.2 季节性 2009年度的 IL1%高峰时间出现在第 24周，即
6月份；2010年度的 IL1%高峰时间出现在第 28周，即 7月份；
2011、2012年度的 IL1%高峰时间出现在 43 周 -次年的第 13

周，即为每年的 10月 -次年 3月份，见图 1。

图 1 武威市 2009-2012年流感样病例时间分布

Figure 1 The occurrence time distribution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es in Wuwei City, 2009-2012

2.2 流感样病例的年龄分布
2009-2012年，各年龄组构成比有显著性差异（X2=6591.99,

P<0.05）。其中，0~岁年龄组 ILI构成比最大，为 62.54%；随着

年龄增长，构成比减小，60岁以上年龄组 ILl构成比最小，为

0.50%。15 岁以下年龄组构成比较大，2009-2012 年分别是
79.13%、97.39%、94.92%和 97.63%，见表 1。

表 1武威市 2009-2012年各年龄组流感样病例数

Table 1 The number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es of each age group in Wuwei City, 2009-2012

Year
No. of ILI（%）

0~ 5~ 15~ 25~ 60~ Total

2009

2010

2011

2012

Total

230(50.00)

557(66.07)

662(62.28)

795(65.06)

2244(62.54)

134(29.13)

264(31.32)

347(32.64)

398(32.57)

1143(31.86)

57(12.39)

10(1.19)

18(1.69)

10(0.82)

95(2.65)

31(6.74)

10(1.19)

29(2.73)

18(1.47)

88(2.45)

8(1.74)

2(0.24)

7(0.66)

1(0.08)

18(0.50)

460（100）

843（100）

1063（100）

1222（100）

3588（100）

2.3 流感样病例的病原学监测情况
2009年 6月至 2012年 12月，共检测 ILI样本 1921份，

阳性 365份，阳性率 19.0%。经卡方检验，各年的阳性率存在显

著性差异（x2=124.25, P<0.05）。其中 2009年的阳性率最高，为
30.93%；2011年的阳性率最低，为 8.50%。

2009年，武威市甲型 H1NI占当年阳性毒株的 76.64%，为
优势毒株；2010年为季节性 H3、B型混合流行，构成比分别是
60.00%、29.23%；2011年 A型占当年阳性毒株的 88.24%，主要
是甲型 H1N1、季节性 H3、A未分型，构成比分别是 26.47%、
29.41%、29.41%；2012年为季节性 H3、B型混合流行，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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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监测结果显示，2009 年、2010 年 ILI%的水平高于 2011

年、2012年，且 ILI%高峰出现在武威市的夏季，此结果与浙江

省的监测结果基本一致[6]，推测这可能是 2009年甲型 H1N1流

感大流行的反映，也可能是大流行提高了人群对甲型 H1N1流
感的重视度，增加了 ILI的就诊率。武威市 2011年、2012年的

流感疫情呈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分布特征，ILI%的高峰期是 10

月份到次年 3月份，与甘肃省往年的流感疫情季节分布特征基

本一致[7,8]，符合我国北方地区冬春季是流感主要流行季节的特

点[9,10]，这正是武威市天气较为为寒冷干燥的时期，利于流感病

毒的快速传播，人群对流感病毒的易感性高于其它月份。

武威市 2009-2012 年 4 个监测年度中，15 岁以下人群的
ILI年龄构成比较高，此结果与浙江省、陕西省和山东省的监测

结果一致[6,11,12]，提示 15岁以下人群是流感的高发群体，应重视

对该人群的流感防控。2009年，15岁以上人群的 ILI年龄构成

比均高于其它 3个年份，这与 2009年大陆确诊的甲流病例年

龄分布基本一致[13,14]。60岁以上的人群 ILI年龄构成比最低，可

能因为该人群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较强、易感性弱[15,16]，也可能

与该人群行动不便，对平日的感冒不够重视，没有去大医院就

诊的意识有关。

病原学监测结果显示，采集 1921份 ILI样本，检出流感病

毒阳性 365 份，阳性率为 19.0%，此阳性率介于其它同期研究

的阳性率之间[6,17-19]。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

病毒和衣原体等都可以导致类似流感样症状 [20]，所以一部分

ILI可能由于其它病原体感染所致；还可能由于部分病人（比如

婴幼儿）采样的配合程度较差，导致样本所带的病毒量低，所以

部分流感病毒阳性的 ILI样本检测结果为阴性。

武威市 2009年流感的优势株为甲型 H1N1，此后 3年，甲

型 H1N1失去流行优势，这可能由于在 2009年甲型 H1N1流

感大流行之后，人群对其免疫力加强所致。2010-2012年，始终

存在季节性 H3、B型的流行，且主要为这两种病毒型别的混合

流行，提示在甲型 H1N1流感大流行过后，季节性 H3、B 型流

感将成为流感病原监控的重点。流感病毒的流行优势与人群对

其的免疫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群对不同型别流感病毒的免

疫力在不断变化，所以不同年份的流感流行优势株不尽相同[21]。

因此，长期的流感病原学监测能反映流感病毒的流行规律，再

与 ILI监测结果结合分析，将为我们判断流感疫情变化趋势、

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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