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减少预防接种反应事故的发生�应确保预防接种全过程
的质量。
4∙1　进一步提高疫苗质量　安全有效的疫苗是预防相应疾病
有力的武器�它不仅应具有良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安全。保证
疫苗安全有效的第一关在研究生产部门�另外疫苗的运输、储存
和保管也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预防接种工作者都要
严格执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坚决杜绝从非正规
渠道购进疫苗�特别是无合法经营手续的不合格疫苗�同时要增
强责任心和安全意识�加强疫苗运输、储存、保管的管理�以确保
疫苗的安全有效 ［2］。
4．2　正确使用疫苗　目前�计划免疫使用的各种疫苗都是安全
的�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增加接种反应的发生率�甚至会造成严
重的接种事故�因此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4．2．1　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制定一个好的免疫程序�将会使
疫苗发挥更大更好的防病作用�并能避免盲目无计划接种及反
复多次接种引起的过敏反应。
4．2．2　认真选择接种对象　预防接种除按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流行规律和群体免疫状况来规定接种对象外�还要考虑疫苗的
反应、效果等因素。
4．2．3　正确掌握禁忌证　预防接种必须正确掌握禁忌证�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异常反应。接种前必须做好健康检查�如详细询
问病史和当前健康状况�有些禁忌证并没有体征上的表现�如过
敏体质须通过耐心的问诊才能发现�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另外�
还须进行望诊、触诊�必要时测量体温�这些在基层卫生单位和

卫生室都是可以做到的。
4．2．4　严格执行预防接种操作规程　每种疫苗都有特定的接
种部位、途径和剂量。如果不按要求执行�不仅会影响免疫效
果�还会增加异常反应或造成严重的事故。
4．2．5　加强冷链管理　各种疫苗对热普遍敏感�所以冷链系统
是贮存、运输疫苗�保证疫苗质量不可少的条件。
4．2．6　安全注射亦应予以重视。
4．3　做好预防接种宣传教育工作　说明预防接种的目的意义
及接种后的注意事项�把接种知识教给群众�使他们能积极主动
地配合医生做好这一工作。当发生接种反应时�更应做好家长
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避免产生恐惧或不良情绪而影响今后
计划免疫工作开展。另外�要教育临床医生不能随便给家长出
具接种异常反应诊断证明�避免给事后处理造成不良影响。
4．4　加强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　对乡、村两级计划免疫工
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可使广大计划免疫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预
防接种知识�防止预防接种反应及事故处理的知识�从而提高整
个计划免疫工作质量。
5　参考文献
［1］王洁�高志坚�张云华�等．德州市1965～1994年接种乙脑疫苗异常反
应资料分析�中国计划免疫�1996�2（3－B）：57．

［2］张云华�高志坚�徐爱强．减少预防接种反应及事故的对策．中国计划
免疫�1996�2（3－B）：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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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红火蚁伤人事件的调查
许桂锋�孙立梅�王惠敏
（广东省茂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25011）
摘要　目的　了解高州云潭镇某地被红火蚁咬伤病例的患病率、三间分布、临床表现及其治疗情况�为预防控制红火蚁伤人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一览表问卷普查方法�逐户调查该镇村民被咬伤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和治疗情况。
结果　被调查的3个村委会共有991名村民被蜇咬伤�被蜇咬率为18．55％（991／5342）。被蜇伤对象女性比男性多�被蜇咬
率最高年龄段为41～50岁�螫咬率为24．68％�在农田蜇咬伤占80．63％。临床表现以痒痛（100％）、红肿 （98．89％）、水（脓）
疱（63．07％）为主�全身过敏很少见（0．71％）。咬伤部位以四肢为主（57．32％）�89．41％的伤者不做任何处理或用皮康霜自
行处理�有1．82％的伤者就医�无死亡病例。结论　加强红火蚁病区的检疫�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在红火蚁无法根除情况下�
做蜇伤后的科学处理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红火蚁；伤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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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桂锋�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疾病控制工作。

　　2005年8月23日�高州市云潭镇报告红火蚁伤人事件�茂
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同高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往受红火

蚁侵袭地区开展现场调查�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居住在高州云潭镇新华、新农、王姜3个村委会管
辖的所有村民。
1．2　方法和内容　采用一览表问卷方法逐家逐户调查。调查
内容为村民自2005年6月1日以来被红火蚁蜇伤情况�主要包
括：①一般情况；②自2005年6月1日以来首次被蜇伤的日期
和次数；③蜇伤的临床表现、处理及效果等；④居民对红火蚁伤

人的认识情况。
1．3　蜇咬伤病例的判定　自2005年6月1日以来�居住在高州
云潭镇新华、新农及王姜村委有红火蚁螫咬史�并具有螫咬部位
痒痛、红肿、水（脓）疱、全身过敏反应等临床症状、体征之一者。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高州云潭镇位于高州市东部�下辖13个村委
会和1个居委�人口数约4．3万。所调查的3个村委会以农业
人口为主�主要经济来源为种植农作物�人均年收入约2000
元�部分村民外出打工�大部分村民居住硬底楼房�生活环境、卫
生状况较好�村路为硬底泥路�村路周边杂草丛生�在农田田埂�
农田通往村庄的乡间小路以及部分村民住屋都发现有红火

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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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调查了5342位村民�其中男性有2852人�女性有
2490人。
2．2　地区分布　自6月1日以来�云潭镇共3个村委会有991
人被红火蚁蜇咬�分布在王姜、新农和新华的部分自然村�其村
民被蜇咬率分别为26．33％（316／1200）、20．35％（324／1592）、
13．76％（351／2550）�发生红火蚁�蜇咬事件的地区及家庭有聚
集性。

新圩、读岗两村虽有红火蚁侵袭�但尚未发现有村民被红火
蚁蜇咬。
2．3　时间分布　6月1日后被红火蚁蜇咬村民逐渐增多�7月
中旬达到高峰�8月份被红火蚁蜇咬村民人数仍然较多�见图1。

图1　高州云潭镇被红火蚁蜇咬人员首次被咬时间分布图
2．4　性别、年龄和职业分布　被红火蚁蜇咬的村民中男496
人、女495人�男性蜇伤率为17．3％（497／2852）�女性蜇伤率为
19．88％（495／2490）�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63�P＜
0∙025）以女性蜇伤率高。其中�年龄最小的2岁�最大的82岁�
11岁年龄组和31岁以上村民被蜇咬率较高�41～50岁年龄组
最高�见表1；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75．98％（753／991）；学生
占22．50％（223／991）�散居儿童占1．31％（13／991）。

表1　高州云潭镇被红火蚁蜇咬村民的年龄分布
年龄组（岁） 总人口数 被蜇咬人数 被蜇咬率（％）
＜10 813 72 8．86
　11～ 832 178 21．39
　21～ 852 89 8．89
　31～ 888 143 16．10
　41～ 932 230 24．68
　51～ 605 146 24．13
＞60 420 133 31．67

2．5　蜇咬场所　在各种场所被红火蚁蜇咬的991名村民中�以
在农田务农为主�占80．63％�其次在家中�占12．41％�见表2。

表2　高州云潭镇被红火蚁蜇咬村民的咬伤地点分布
场所 被蜇咬人数 构成比（％）
农田 799 80．63
家里 123 12．41
上学 36 3．63
其他 33 3．33
合计 991 100．00

2．6　蜇蛟次数　在被红火蚁蜇咬的村民中�螫咬次数以5次为
多�占63．57％（630／991）�4次占6．36％（63／991）�3次占10％
（100／991）�2次占8．68％（86／991）�1次占11．30（112／991）。
2．7　蜇伤部位　在村民被咬伤部位中�以四肢为主�占57．32％

（948／991）；躯体全身占17．13％。
2．8　临床表现及治疗情况
2．8．1　主要症状　在被红火蚁蜇咬的991人中�主要症状表现
为痒痛100％、红肿98．89％ （980／991）、水 （脓）疱63．07％
（625／991）�全身过敏反应 （如：荨麻疹、淋巴结肿大等）仅有
0．71％（7／991）。水（脓）疱破溃结痂后色素沉着�留有疤痕。
2．8．2　重点病例　在现场调查中�对部分重点病人进行了个案
调查：

病例1　某女�16岁�于今年6月份在田地收割黄豆时被红
火蚁蜇咬�伤及头面、躯干和四肢�除具有蜇咬部位痒痛、红肿、
水脓疱症状外�还伴有高热、全身肿胀、过敏休克等严重症状和
体征�经当地卫生院给予对症治疗�预后良好。

病例2　某女�56岁�于今年8月16日在田地劳动被红火
蚁蜇咬�伤及右下肢�蜇咬部位痒痛�数小时后下肢肿胀�同时伴
有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经当地卫生院给予对症治疗�
3～4d 后症状缓解。

病例3　某男�2岁�于今年8月23日在家玩耍时被红火蚁
蜇咬�蜇咬部位皮肤破溃后继发感染�导致右踝关节肿大、活动
受限�经当地卫生院对症治疗后�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2．8．3　治疗情况　本次调查的991名被蜇咬者中有89．41％
（886／991）村民不做任何处理或自行涂擦清凉油、皮康霜等；仅
有1．82％（18／991）的人到当地村医或卫生院就诊�接受治疗�治
疗效果良好。
2．9　群众对红火蚁蜇咬伤人的认知情况　这次红火蚁蜇咬伤
人的事件�有关部门已开展了调查取证、现场监督监测及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大部分群众都认识到红火蚁蜇咬对人体
造成的伤害及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基本上能自行做好个人
防护和伤后处理。
3　讨论
3．1　红火蚁的传入途径　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2003年输入
到我国台湾�入侵农田。2005年1月�我国农业部公布在中国大
陆的广东省吴川等地首次发现红火蚁 ［1］。根据当地村民反映�
在云潭镇新农管理区曾有台湾商人开设塑料厂�原料来自外地�
自2003年以来�该村已有村民被红火蚁蜇咬。至于红火蚁是如
何入侵高州云潭�是否随着外商的货料进入尚不得而知。但加
强检疫�防止红火蚁通过货物由外国传入我国应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亦应加强红火蚁的病区的检疫�防止红火蚁的进一步扩散。
3．2　红火蚁蜇伤对象　从红火蚁伤人情况看�人群对红火蚁毒
素普遍敏感�被咬伤的对象临床表现不同可能与个体对红火蚁
毒素敏感性不同以及被咬伤部位多少有关。红火蚁主要伤及农
民（75．98％）�与红火蚁主要分布于农田、田埂有关。
3．3　蜇伤与性别关系　调查发现女性蜇伤率比男性高�可能
与女性多劳作�有较多机会接触红火蚁有关。
3．4　防控措施　红火蚁伤人的防治最根本措施是消除红火蚁。
但是在红火蚁没有办法根除的情况下�做好宣传教育、使群众掌
握防护知识以及被哲伤后的科学处理有重要作用。可使村民减
少被红火蚁的伤害和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使社会稳定�也能防
止红火蚁的进一步扩散。
4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453号．中国农业信息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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