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 2024年11月第 36 卷第11期 China Prev Med J, Nov. 2024, Vol. 36, No.11

DOI：10.19485/j.cnki.issn2096-5087.2024.11.017
基金项目：湖州市科学技术局公益性应用研究项目（2022GYB10）；

湖 州 市 疾 控 中 心 重 点 学 科 ： 急 性 传 染 病 学

（ZDXK202202）；湖州市医学重点支撑学科（流行病学）；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技计划项目（KJJH202401）
作者简介：刘艳，硕士，主管医师，主要从事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

工作

通信作者：沈建勇，E-mail：32288746@qq.com

· 疾病控制 ·

2013—2023年湖州市其他感染性腹泻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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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2013—2023年浙江省湖州市其他感染性腹泻（OID）流行特征，为制定OID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

法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2013—2023年湖州市OID病例资料，描述性分析

OID的流行特征和病原学特征。结果 2013—2023年湖州市报告OID病例111 455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331.82/10万，

呈下降趋势（P<0.05）。7—8月和11月至次年2月为OID报告发病高峰，分别以细菌性和病毒性病原体感染为主。长兴

县OID报告发病率最高，为660.62/10万；安吉县最低，为188.92/10万。报告男性OID病例58 259例，女性53 196例，

男女比为1.10∶1；<1岁儿童报告发病率最高，为4 545.70/10万；以散居儿童为主，36 933例占33.14%。病原体明确

病例22 639例，以轮状病毒为主，16 953例占74.88%。结论 2013—2023年湖州市OID发病总体呈下降趋势，发病高

峰集中在夏季和冬季，主要为<1岁、散居儿童，以轮状病毒感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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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infectious diarrhea in Hu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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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infectious diarrhea (OID) in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3,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
sures for OID. Methods Data of OID in Hu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3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Information System of Chines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System. Epidemiological and etiolog⁃
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ID cases were analyzed using a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111 455
cases of OID were reported in Hu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3, with an average annual reported incidence of 331.82/105,
showing a decreasing trend (P<0.05). The peak incidence of OID was reported from July to August and from November
to February of the following year, primarily due to bacterial and viral pathogens, respectively. Changxing County had the
highest reported incidence of OID (660.62/105), while Anji County had the lowest (188.92/105). Among the reported cas⁃
es, 58 259 were male and 53 196 were female, with a male-to-female ratio of 1.10∶1. The highest incidence was ob⁃
served in children aged under 1 year (4 545.70/105). The majority of cases were scattered children, with 36 933 cases
(33.14%). There were 22 639 cases with clear pathogens, and rotavirus was the most common, with 16 953 cases
(74.88%).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OID in Huzhou City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2013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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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D peaked in summer and winter and was primarily observed in children aged 1 year below and scattered children.
Rotavirus infection was the dominant etiology.
Keywords: other infectious diarrhea;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t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腹泻是导致＜5 岁儿童营养不良和死亡的第二

大原因，全球每年约有 17 亿儿童腹泻病例［1］。其

他感染性腹泻（other infectious diarrhea，OID）是指

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病原体感染肠

道而引起的以腹泻为主要症状的一组传染病，是我

国法定丙类传染病［2］，也是托幼机构/学校传染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重要传染病之一［3］。引起

OID 的病原体种类繁多，常见的有轮状病毒、诺如

病毒、沙门菌和腺病毒等［4］。由于病原体种类、环

境气象、卫生条件和生活习惯等因素不同，我国不

同地区的 OID 发病率存在差异［3-4］。监测数据显示，

浙江省湖州市 OID 发病率居法定传染病前列［5］。本

研究收集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病例资料，分

析 OID 流行特征和病原学特征，为制定 OID 防控

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病例资料来源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

人口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基本信

息系统。

1.2 方法

收集发病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现住址为湖州市的 OID 病例（包括临床诊

断病例和确诊病例）资料，描述性分析 OID 的时间

分布、地区分布、人群分布特征和病原学特征。

1.3 诊断标准

参考 WS 271—2007《感染性腹泻诊断标准》［6］，

OID 临床诊断病例定义为 24 h 内腹泻≥3 次，且粪

便性状异常，如稀便、水样便、黏液便、脓血便或

血便等，同时排除由 O1 血清群和 O139 血清群霍乱弧

菌、志贺菌属、溶组织内阿米巴及伤寒沙门菌，以

及甲、乙、丙型副伤寒沙门菌所致的腹泻。确诊病

例通过实验室检查明确病原体（部分病原体信息报卡

中未填写）。

1.4 统计分析

采用 R 4.3.2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对

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趋势分析采用 Co⁃
chran-Armitage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发病情况

2013—2023 年 湖 州 市 累 计 报 告 OID 病 例

111 455 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331.82 / 10 万。

2013—2023 年 OID 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 （Z=
-22.736，P<0.001）；2013 年最高，为 401.30/10 万；

2022 年最低，为 258.12/10 万。报告确诊病例

31 982 例，占 28.69%；临床诊断病例 79 473 例，

占 71.31%。见表 1。

表 1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发病情况

Table 1 Incidence of OID in Hu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3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报告

病例数

11 645
10 104
10 075
9 797

10 216
9 794

10 045
8 627

11 359
8 730

11 063
111 455

报告发病率

/（1/10万）

401.30
347.27
345.61
332.10
343.39
327.01
331.85
281.93
371.21
258.12
324.14
331.82

确诊病例数

［n（%）］

4 339（37.26）
3 481（34.45）
2 965（29.43）
3 052（31.15）
3 536（34.61）
3 351（34.21）
3 248（32.33）
1 770（20.52）
2 828（24.90）
1 509（17.29）
1 903（17.20）

31 982（28.69）

临床诊断病

例数［n（%）］

7 306（62.74）
6 623（65.55）
7 110（70.57）
6 745（68.85）
6 680（65.39）
6 443（65.79）
6 797（67.67）
6 857（79.48）
8 531（75.10）
7 221（82.71）
9 160（82.80）

79 473（71.31）

2.2 时间分布

2013—2023 年平均月报告 OID 病例数为 844
例，高流行期（高于平均月报告病例数）和低流行期

（低于平均月报告病例数）轮流出现，呈明显的季节

分布特征。每年有 2 个低流行期，主要为 4—6 月和

9—10 月；每年有 1~3 个高流行期，7—8 月为夏季

高流行期，11—12 月和 1—2 月为冬季高流行期。

2020 年 2—4 月 OID 发病率降至最低水平，之后恢

复夏季和冬季高流行期；2021 年 9 月—2022 年 2 月

OID 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2023 年呈现明显的夏季

高流行期和冬季低流行期。见图 1。
2.3 地区分布

2013—2023 年湖州市 5 个县（区）均有 OID 病

例报告。其中，长兴县报告病例数最多，48 045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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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确诊病例数和临床诊断病例数分别为

10 559 和 37 486 例；安吉县报告病例数最少，

10 404 例占 9.33%，确诊病例数和临床诊断病例

数分别为 2 533 和 7 871 例。长兴县、德清县、

南 浔 区、吴兴区和安吉县报告发病率分别为

660.62/10 万、318.37/10 万、275.53/10 万、201.26/10 万

和 188.92/10 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 467.952，
P<0.001）。
2.4 人群分布

2013—2023 年湖州市报告男性 OID 病例 58 259
例，女性 53 196 例，男女比为 1.10∶1；报告发病

率分别为 339.55/10 万和 323.76/10 万。＜5 岁儿童

报 告 发 病 率 为 2 962.99 / 10 万 ， ≥5 岁 人 群 为

224.81/10 万；其中，＜1 岁儿童报告发病率最高，

为 4 545.70/10 万。以散居儿童为主，36 933 例占

33.14%；其次为农民，32 448 例占 29.11%；工人

11 836 例，占 10.62%；学生 9 268 例，占 8.32%。

2.5 病原学特征

2013—2023 年湖州市报告 OID 病例中，病原体

明确病例 22 639 例，占 20.31%。病毒性病原体中，

轮状病毒 16 953 例，占 74.88%；诺如病毒 1 571
例，占 6.94%；腺病毒 1 053 例，占 4.65%。细菌性

病原体中，副溶血性弧菌 897 例，占 3.96%；气单

胞菌 710 例，占 3.14%；沙门菌 630 例，占 2.78%；

大肠埃希菌 310 例，占 1.37%；非 O1 血清群和非

O139 血清群霍乱弧菌 82 例，占 0.36%。＜5 岁儿童

病原体明确病例 17 414 例，占 76.92%，以病毒性病

原体为主，轮状病毒、腺病毒和诺如病毒分别有

15 658、907 和 338 例。

病毒性病原体报告高峰主要为冬季，2013—2020
年轮状病毒报告集中在 12 月至次年 2 月，但自

2021 年起高峰后移、峰值变低；诺如病毒报告集中

在秋冬季，2023 年起在较高水平波动。细菌性病原

体报告高峰主要为夏季，其中，2023 年沙门菌报告

有明显的夏季高峰，其他细菌性病原体报告病例数均

处于较低水平。

3 讨 论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331.82/10 万，高于 2012—2022 年浙江省台州市的

212.74/10 万［7］；OID 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与台

州市的发病趋势［7］一致，可能得益于湖州市近 10 年

经济、文化发展，生活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改善。本

研究显示 OID 临床诊断病例较多，与 OID 诊断标准

允许临床诊断病例上报有关，有助于及时报告和管理

疫情；也可能与轻症 OID 病例就诊后对症治疗效果

好，病原学检测率低有关。

2013—2019 年湖州市 OID 发病有明显的季节

性，发病主要集中在夏季和冬季，呈双峰分布，与全

国的时间分布特征［8］相同。夏季高峰主要由细菌性

病原体引起，与上海市黄浦区研究结果［9］一致。夏

季高温潮湿使细菌更易生长繁殖，污染食物和水源，

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10］。冬季高峰主要由病毒性病

原体引起，与郭黎等［11］的研究一致，可能与诺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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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发病时间分布

Figure 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OID in Hu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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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12］和轮状病毒［13］能存活于寒冷、干燥环境，且

冬季室内密闭环境利于病毒传播有关，应针对不同发

病高峰特征加强预防控制措施。2020—2023 年 OID
时间分布特征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措施的影

响发生了改变，可能与居民卫生防护意识增强有关。

2013—2023 年湖州市 OID 报告发病率最高为长

兴县，最低为安吉县，可能与地区疾病监测敏感性不

同有关。此外，长兴县水系丰富，居民接触和食用携

带病原体的水产品机会更大。从人群分布结果来看，

男性 OID 报告发病率高于女性。男性接触户外环境

和高风险作业环境频繁，且欠缺良好的卫生习惯，导

致暴露和感染的风险增加［14］。＜1 岁儿童报告发病

率最高，可能与肠道屏障功能和免疫能力较差，较早

添加配方奶或其他辅食增加感染风险有关［15］。本研

究结果显示 OID 报告病例以＜1 岁、散居儿童为主，

低龄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且未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面对相同环境时更易受病原体感染，提示

应加强儿童看护人的手卫生健康教育，增强防护意

识，从而降低 OID 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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