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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丙肝发病率和其病毒基因型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情况，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使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及七大地理区域的丙肝发病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并对相关文献进
行汇总分析．结果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３７６９／１０万人）和西北地区 （２０５１／１０万人）的发病率最
高；丙肝病毒的基因亚型地理分布差异明显，主要为１ａ亚型、１ｂ亚型、２ａ亚型、３ａ亚型、３ｂ亚型、６ａ
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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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约有１８５亿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其中慢性感染者约为
１３～１７亿人．每年丙型病毒性肝炎 （以下简称

丙肝）的新发病例约为 ３５万例．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肝炎报告最新数据显
示，２０１５年，全球新增了近 １７５万丙肝病人，患
者总数达到了７１００万人，其中美洲区域有７００万
丙肝病毒感染者、东地中海区域有１５００万、西太

平洋区域有１４００万、欧洲区域有１４００万、东南
亚区域有１０００万、非洲有１１００万，患者数量以
东地中海地区、西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居多，丙肝流

行情况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之间差异较大．反观
我国，仅２０１５年传染病网报系统中报道的丙肝患
者就超过了２０７９万人，约占２０１５年全球新增病
例的１１８８％，可想而知其丙肝流行程度更为严
重．因此，清楚地了解丙肝在我国的地理分布对其



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资料主要来源于知网、维普和万方数据库，查

阅了这３个数据库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公开发表的关
于中国丙肝流行特征的相关文献，以及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学数据公布的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的丙肝发病数据．
１２　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利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
件对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 （２２个省，５个自治区，
４个直辖市）及七大地理区域的发病人数、发病率
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发病率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中丙肝发

病率排名前３位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
河南省，如表１．中国七大地理区域发病率由高到
低的顺序为：西北、东北、华南、华中、华北、西

南、华东，如表２．从各省市发病率的分布情况来
看，与孙海泉等［１］的研究结果：国内丙肝的地理

分布主要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基本吻合．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全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丙肝发病率情况

地区
发病

总人数

平均粗发病

率／（１０万）－１
地区

发病

总人数

平均粗发病

率／（１０万）－１

新疆 ９６０２６ ３７６９ 重庆 ２４０３２ ６９２

青海 １６７２１ ２４９７ 天津 １４６９７ ６８２

河南 ２６８９９７ ２３７８ 四川 ６６８４６ ６８１

甘肃 ７１５５５ ２２９７ 宁夏 ５０５８ ６７９

吉林 ７３２５７ ２２３６ 贵州 ２９２６０ ６６８

内蒙 ５６２７２ １９２５ 河北 ５４５１５ ６４３

山西 ６３８９０ １５３３ 安徽 ３３９１８ ４６４

广西 ８６５９４ １５２７ 福建 ２０７６２ ４４７

广东 １５９２４７ １３６０ 江西 ２１１４４ ４００

海南 １３７５８ １３３７ 浙江 ２３８７６ ３８４

辽宁 ６７２３２ １３００ 北京 ５５４９ ３７９

黑龙江 ５８３３６ １２７２ 上海 ８９６４ ３７０

陕西 ５４７５６ １２２０ 江苏 ２４５７０ ２６５

云南 ６０６６９ １１１１ 山东 ２５０７５ ２２１

湖南 ７４０５１ ９４９ 西藏 ２０５ ０５９

湖北 ５８２１８ ８４２ 合计 １６３８０５０ １０２６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全国七大地理区域丙肝发病率情况

地理分区 发病总人数 平均粗发病率／（１０万）－１

西北地区 ２４４３２１ ２０５１

东北地区 １９８８２５ １５２５

华南地区 ２５９５９９ １４１０

华中地区 ４２２４１０ １３４９

华北地区 １９４９２３ １０１６

西南地区 １８０８０７ ７８１

华东地区 １３７１６５ ３３５

合计 １６３８０５０ １０２６

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知网、维普和万方３个数据
库中我国丙肝流行情况方面文章进行梳理，得到

１８个省以及直辖市的最新丙肝地理分布情况，这
１８个省 （直辖市）丙肝发病率或发病人数排名前

３的市 （区）分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

番市、阿勒泰市、喀什市）［２］；甘肃省 （金昌市、

武威市、张掖市）［３］；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石嘴山市、吴忠市）［４］；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白山市、松原市）［５］；广东省 （广州市、佛山

市、深圳市）［６］；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柳

州市、梧州市）［７］；河南省 （郑州市、焦作市和济

源市）［８］；湖南省 （怀化市、邵阳市、衡阳市）［９］；

湖北省 （孝感市、武汉市和荆州市）［１０］；江西省

（萍乡市、南昌市、九江市）［１１］；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１２］；天津市 （南

开区、滨海新区、红桥区）［１３］；北京市 （朝阳区、

海淀区、房山区）［１４］；云南省 （普洱市、怒江市、

迪庆藏族自治州）［１５］；重庆市 （渝中区、巴南区、

南岸区）［１６］；安徽省 （阜阳市、亳州市、淮州

市）［１７］；福建省 （莆田市、福州市、泉州市）［１８］；

江苏省 （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１９］．
２２　基因型分布

从全国范围来看，丙肝病毒基因型分布也有南

北差异，且各基因型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有所不

同．国内主要流行的丙肝病毒基因型有４种，分别
为１型、２型、３型和６型；其亚型流行情况依次
是：１ｂ亚型、２ａ亚型、６ａ亚型、３ｂ亚型、３ａ亚
型和１ａ亚型．
１ｂ亚型：１ｂ基因亚型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

东北和西北地区［２０］．从时空分布上来看，该亚型
最早出现在北方并逐渐向南方迁移．
２ａ亚型：２ａ亚型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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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分布上来看，最早出现在西北地区，然后逐

渐向东北、华北、华东、西南和华中地区迁移．
６ａ亚型：６ａ亚型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地区［２２］．

６ａ亚型主要是从越南流入我国，因此云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最先出现感染者，其次由于广东省

的人口流动，６ａ亚型逐渐向海南省、福建省和湖南省
等省份迁移．从吴涛等［２３］对海南省慢性ＨＣＶ感染者
的基因型调查研究结果可知，６ａ亚型已经超过２ａ亚
型成为发病率第２高的ＨＣＶ基因亚型．
３ｂ亚型：３ｂ亚型与６ａ亚型主要分布在西南地

区，其都是近几年开始增多的ＨＣＶ基因型，但云南
省的３ｂ亚型比例明显高于贵州省和四川省［２４］，贵州

省丙型肝炎的３ｂ亚型例数已超过６ａ亚型［２５］，广西壮

族自治区丙肝病例中位列第３的亚型是３ｂ亚型［２６］．
３ａ亚型：３ａ亚型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和西

南地区［２７］．我国周边主要流行３ａ亚型的国家是巴
基斯坦．
１ａ亚型：１ａ亚型在我国丙肝病例中较少出现，

其有可能是由国外流入我国．此外，我国各省市发
病情况有所不同［２８］，陕西省１ａ亚型的比例排在３ｂ
亚型后，且较６ａ亚型多［２９］；山东省１ａ亚型比例位
列全省病例数的第３，且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３０］．

此外，苏迎盈等［３１］研究表明，我国北方丙肝的

基因型种类较南方少，如黑龙江省的丙肝基因型只有

１ｂ亚型、２ａ亚型和少量的１ｂ和２ａ的混合型［３２］．

３　讨论

综合我国许多学者对丙肝的研究结果可知，我

国丙肝流行较为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１）
从基因型的地理分布来看，丙肝病毒基因型１型在
我国各地区均有分布，且该基因型丙肝的治愈率和

好转率较低；２）从发病率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
丙肝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西北地区，原因可能是西

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近１／３，但其经济、交通
相对落后，群众健康意识较差，以及医疗卫生水平

相对落后所致．
整体来看，我国目前关于丙肝的防治措施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鼓励直接有效治疗药物的研制和上

市，加强高危人群的筛检和管理，加强对民众丙肝

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３３］．但是我国丙肝病毒基因
型的地理分布南北差异较大．如龚卫锋等［２９］对陕

西地区丙肝病毒基因型分析结果表明，６型中只有

６ａ亚型，而云南省楚雄州的６型丙肝病毒除６ａ亚
型外还有６ｎ，６ｕ，６ｖ［３４］．此外，丙肝发病的地理
分布为北高南低，城镇高于农村．以上两点都说明
我国各地区丙肝发病情况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

差异．因此我国丙肝防控措施和政策，在具体实施
时除了按国家统一方法防治外，还要依据各地区间

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做出调整，因地

制宜，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和临床抗病毒治疗．
丙肝还多与其他疾病相关联，其中最常见的就

是艾滋病．我国最早出现艾滋病的地区是云南省，
随后其一类聚集区逐渐变为整个西南地区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其二类聚集区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与丙肝的主要流行

地区和城镇高于乡村的趋势相同［３５］．由此可见，
我国丙肝防治还需与其他疾病联防联控，在丙肝高

发的地区建立与艾滋病等其他相关疾病的综合防治

体系，提高筛检准确率．此外，我国丙肝病毒的基
因型主要为１型、２型、３型、６型４种类型，未
出现４型和５型的流行趋势，但是在国境口岸的入
境人群中发现了较多携带４型和５型丙肝病毒的病
例［３６］，因此应加强对外籍人员的检查，避免新型

病毒型流入我国造成流行．
就丙肝这一传染性流行病来看，研究发病率的

地理分布有利于对各地整体发病情况的把握，而分

析基因型的地理分布可以为临床治疗和不同传播途

径提供有力的防治依据，因此地理分布对丙肝的防

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对丙型肝炎的发病率和基因型的地理

分布进行综述．地理分布中，由于各地区发病率的
文献资料不齐全，只能根据已有的资料进行归纳整

理，因此尚未全面覆盖全国各个省市，相关工作有

待下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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