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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夏季型恙虫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明小力，杨晓庆，周瑜 综述，任天广 审校

大理大学护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恙虫病又称丛林斑疹伤寒，是一种由恙虫病东方体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恙螨为唯一

传播媒介，目前尚无有效疫苗。我国恙虫病根据流行季节可分为夏季型、秋季型和冬季型；其中夏季型恙虫病的病原

体毒力强，临床表现典型，症状较重，误诊率和死亡率较高。我国夏季型恙虫病主要分布在北纬31°以南地区，流行时

间集中于6—8月，女性、40岁以上和农民为主要发病人群。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夏季型恙虫病流行

区域不断扩大，发病人数持续增加。本文通过收集1960—2023年我国夏季型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文献，从传播机制、

流行特征、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综述，为我国夏季型恙虫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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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pidemiology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of
summer type in China

MING Xiaoli, YANG Xiaoqing, ZHOU Yu, REN Tianguang
School of Nursing,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Abstract: Tsutsugamushi disease, also known as scrub typhus, is a zoonosis caused by Orientia tsutsugamushi, with rats
as the main sources of infection and chigger mites as the only medium of transmission, and has no effective vaccines.
Tsutsugamushi disease can be divided into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types according to seasons in China, while the
summer type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virulence, typical and severe symptoms, high rates of misdiagnosis and mortality.
The summer type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is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of 31°N in China, with the epidemic time from
June to August, and the cases are predominantly females, farmers and people at ages of over 40 years. Affected by nat⁃
ur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epidemic areas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of summer type of tsutsuga⁃
mushi disease are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Based on public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epidemiology of summer type of tsu⁃
tsugamushi disease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23,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 of transmissio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ummer type of tsutsuga⁃
mushi disease in China.
Keywords: tsutsugamushi disease; scrub typhus; summer typ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higger mite

恙虫病又称丛林斑疹伤寒，是由恙螨幼虫通过叮

咬人体传播恙虫病东方体 （Orientia tsutsugamushi，

Ot）的急热性传染病。该病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恙

螨为唯一传播媒介，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焦痂、皮

疹、全身肌痛、淋巴结肿大等，误诊率和死亡率较

高，尚无特效疫苗［1］。恙虫病可分为夏季型、秋季

型和冬季型，不同类型的恙虫病流行病学特征差异较

大。夏季型是我国南方恙虫病的主要类型［1-2］，其病

原体毒力较其他类型强，且临床表现典型，症状较

重［3］。本文通过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等数据库，

收集 1960—2023 年我国夏季型恙虫病的相关文献，

对夏季型恙虫病流行病学特征进行综述，为我国夏季

型恙虫病防控提供依据。

1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流行概况

1986 年以前，包括夏季型在内的各型恙虫病只

在我国长江以南肆行。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夏季型

恙虫病疫区进一步扩大，流行趋势持续攀升［1-2］。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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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夏季型恙虫病病例增长迅速。西南地区以云南

增长较快，2018 年病例数较 2016 年增长 28.91 倍；

东南沿海地区以广东增长较快，2018 年病例数较

2016 年增长 27.11 倍［4］。夏季型恙虫病在一些地区

集中暴发，另一些地区陆续出现散发病例［5-6］。

2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传播机制

2.1 宿主

夏季型恙虫病流行地区的主要宿主有黄毛鼠、黄

胸鼠、黑线姬鼠、褐家鼠和社鼠等啮齿动物，研究人

员多次在上述鼠类体表分离出 Ot［7-9］。受自然和社会

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宿主动物分布不完全一

致。除上述宿主外，广东、广西夏季型恙虫病的宿主

还包括板齿鼠、小家鼠等［1，8，9］；福建、浙江的宿主

还包括臭鼩鼱、针毛鼠等［10-11］。同省份不同海拔地

区的优势宿主存在差异，如云南中低海拔地区以黄胸

鼠为优势宿主，高海拔地区以褐家鼠、齐氏姬鼠为优

势宿主［12］。

2.2 媒介

地里纤恙螨是我国夏季型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

介，其种群繁殖的季节消长与我国夏季型恙虫病的流

行时间一致，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其他我国已

确定的传播媒介还包括高湖纤恙螨、微红纤恙螨、海

岛纤恙螨和吉首纤恙螨［1，13-15］。研究人员还在广东的

印度囊棒恙螨、太平洋无前恙螨、须纤恙螨、苍白纤

恙螨和巨螯齿恙螨等螨种上分离到 Ot，但是否为夏

季型恙虫病传播媒介有待证实［8］。

2.3 病原体

Ot 是恙虫病唯一的病原体，可从宿主、媒介和

患者体内分离，在疫源地生态群和媒介传播中发挥重

要作用。Ot 存在多种基因型，国际标准参考株有 3
型，为 Karp、Kato 和 Gilliam 型［16］。我国 Ot 基因型

以 Gilliam 型为主，其次是 Karp 型，Kato 型较少见；

我国长江以南流行株以 Karp 型常见，长江以北多为

毒性较弱的 Gilliam 型［17］。随着 PCR、巢式 PCR 等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流行株被发

现和证实［16-17］。夏季型恙虫病流行地区 Ot 基因型存

在一定差异，云南流行株多为 Karp 和 Gilliam 型，

湖南流行株为 Gilliam、Karp、TA763 和混合型，福

建流行株为 Gilliam、 Karp 和 Karp - Gilliam 混合

型［1，17-18］。

3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三间分布

3.1 时间分布

夏季型恙虫病于每年 5—6 月开始出现，7—8 月

发病率达到高峰，流行时间与地里纤恙螨等媒介恙螨

的活跃时间相符［1，3］。受纬度等因素影响，不同省份

的夏季型恙虫病发病高峰和持续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广东流行时间为 5—11 月，历时 7 个月，6 月为高

峰期；云南流行时间为 6—11 月，历时 6 个月，8 月

为高峰期［19］；福建、广西不仅存在夏季型恙虫病 7、
8 月的发病高峰，还存在 10 月的秋季/冬季型恙虫病

发病小高峰［20-21］，这种现象可能与区域内 2 种主要媒

介恙螨（地里纤恙螨、小板纤恙螨）活跃时间、Ot 型

别多样性和人类活动季节性差异等有关［22］。

3.2 地区分布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主要分布在北纬 31°以南，流

行地区为福建、广东、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云

南、四川南部和广西等地［2］。其中，福建南平市、

龙岩市和漳州市［5，20］，江西赣州市、抚州市和宜春

市［23］，浙江丽水市、温州市和临海市［24］，云南保山

市、临沧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5］，四川攀枝

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26］，广西

玉林市、桂林市和南宁市［1］等地为夏季型恙虫病高

发地区。研究显示，广州市作为广东夏季型恙虫病的

主要流行地区，发病空间结构呈半环状，城市外缘发

病率高于中心城区［6］。

3.3 人群分布

夏季型恙虫病高发地区发病率女性比男性略

高［26-27］；各年龄段均有病例报告，40 岁以上人群发

病率相对较高［20，27-28］，西南地区 0~6 岁儿童病例所

占比例高于其他地区［29］；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5，26］。

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和老年人留守务农，流行季节正值

农忙，长时间无防护措施野外作业，与带病原体的恙

螨接触率较高［4，28］。此外，西南地区的散居和留守

儿童较多，该群体缺乏教育和监护，易接触到草地和

灌木丛中的恙螨幼虫。

4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流行的影响因素

4.1 自然环境因素

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夏季型恙虫病的地区

分布与气象因素、植被景观、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特

征密切相关［6，30］。气象因素中温度的影响较大，平

均气温 24.5 ℃时，发病率可达到峰值［29，31］；相对湿

度＞80％时，恙螨幼虫孳生达到最佳条件，影响疾病

传播［32］。植被类型也是影响夏季型恙虫病发病率的

重要因素，南方地区流行省份的草地和灌木丛等自然

植被的分布与病害发生关系密切［29］。不同地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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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型哺乳动物和体表寄生恙螨的分布，中低纬度复

杂地貌（山地、丘陵等）中的小型哺乳动物和体表寄

生恙螨的物种较为多样［33］。恙螨在我国沿海地区也

分布广泛，可能与沿海地区降水多、环境潮湿，利于

恙螨生长繁殖有关。研究发现，地里纤恙螨作为夏季

型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其生存繁殖的最适温度为

18~28 ℃［18，34］，最适相对湿度为 95%~100%［35］，可

在海水、井水、田边沟水中存活，随暴雨或洪水泛滥

而散布［1］。纬度低，海拔高，温湿度适宜，地形景

观复杂，植被覆盖面积广，生物多样性丰富，符合地

里纤恙螨等传播媒介和啮齿动物的生存与繁殖条

件［13，19，36］。

4.2 社会经济因素

城市人口增长伴随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影响着我

国夏季型恙虫病流行态势，环境不友好行为和生态友

好政策影响着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生和防控。温室气体

过多排放，人类活动引起土地利用、动物种群变化等

环境不友好行为加重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宿主的生

存环境和区系分布改变［37-38］。工业用地减少、森林

湿地恢复和农村禁止焚烧稻草等生态友好政策的施

行，为啮齿动物和螨类繁衍提供了有利环境，促使夏

季型恙虫病新自然疫源地形成［32，38］。此外，住宅附

近有菜地、沟塘，饲养家禽，房前屋后堆放杂草等卫

生环境也影响着夏季型恙虫病的发生［39］。

5 小 结

我国夏季型恙虫病流行时间集中于 6—8 月，发

病人群的职业、性别和年龄特征明显，流行地域呈动

态变化。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下，夏季型恙虫病流行区域不断扩大，发病人数持续

增加。目前，我国夏季型恙虫病部分疫区宿主动物、

媒介恙螨和基因型的研究亟待完善，应扩大夏季型恙

虫病流行地域鼠类和恙螨调查范围，以便及时掌握流

行趋势，有的放矢开展疾病防控工作。建议在我国夏

季型恙虫病的流行地区实施动态监测，比较自然疫源

地的异质性，密切关注人口密度变化。针对云南、广

东等持续疫源地，建议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们对夏

季型恙虫病病因、传播途径和症状的认知；针对我国

传播风险高但无病例报告机制的地区，建议完善疾病

报告系统，以有效防控夏季型恙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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