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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国丙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空间聚集性

杨仙湖，姚媛媛，刘兴荣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国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发病空间聚集性及聚集区域随时间变化趋势，

为确定丙肝重点区域，开展科学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网络直报系统资料，应用

ＧｅｏＤａ软件对我国大陆各省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聚集性分析。结果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Ｍｏｒａｎ’ｓ犐均为正值

（均犘＜０．０５），表明该时段全国各省丙肝发病区域存在空间聚集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共探测到４６个热点地

区（丙肝发病高值聚集地区）和４６个冷点地区（丙肝发病低值聚集地区）。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甘肃、西藏、黑龙

江、内蒙古、吉林、宁夏和广西等地；而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和江西等地。结论　首先，国家

应重点关注丙肝发病的热点区域，卫生资源应多倾向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如甘肃、宁夏等地。同时，加强对入境人

员的传染病监测，及时阻止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防止成为丙肝高发区。再者，要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增强主动筛查

意识，提高丙肝发现率和治愈率；最后，细化丙肝流行率、病死率、治疗率和治愈率的具体指标。结合实际国情，借

鉴国际相关成功经验，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２０３０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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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ｇｌｏｂ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

　　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是由丙型肝炎病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感染引起的一种以肝脏

损伤为主要特征的法定乙类传染病［１］，传播途径以

血液、母婴、性接触传播为主，具有起病隐匿，慢性化

程度高等特点［２］。２０１９年全球慢性ＨＣＶ感染者达

５８００万人。大多数慢性 ＨＣＶ感染者会逐步发展

成肝硬化或肝癌，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２０１６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全球卫生

部门病毒性肝炎战略》倡议，提出到２０３０年全球消

除病毒性肝炎的公共卫生威胁。

２０２１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显示，丙肝已成为

仅次于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的第二大病毒性肝炎，

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健康负担［３］。丙肝的感染来源

多，感染人群地域分布广，具有地域聚集的特点，以长

江为界，我国北方地区人群抗ＨＣＶ阳性率（０．５３％）

高于南方地区人群抗ＨＣＶ阳性率（０．２９％）
［３］。面

对国内外严峻的丙肝防治工作挑战，积极响应世界

卫生组织（ＷＨＯ）消除丙肝危害倡议，落实《“健康

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我国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发布了

《丙型病毒性肝炎筛查及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印发了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２０１８年

制定印发了《丙型肝炎诊断（ＷＳ２１３—２０１８）》标准

及２０１９年发布《丙型肝炎防治指南（２０１９年版）》，

为丙肝精准防治，实现 ＷＨＯ２０３０年消除病毒性肝

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提供科学指导和工作要求［３４］。

为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我国丙肝疫情流行病学特征，

精准识别重点高发区域，科学制定防控策略，有效遏

制和消除丙肝传播威胁，保障人民健康，本研究对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国丙肝基本流行特征、空间聚集

性、重点聚集区域及空间变化趋势开展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采用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

网络直报系统资料，收集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国不同地

区和年龄丙肝发病例数及发病率数据（数据库识别

符：９９０６０７３Ｃ２００Ａ４Ｂ４４８ＦＦＥ０８６７ＢＦＡ４２５５７）。

以我国大陆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为空间分析单位。

１．２　空间自相关分析　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

相关分析，全局自相关采用空间自相关（Ｍｏｒａｎ’ｓ犐）

模块分析，指数犐的取值范围为（－１，１），当犐＞０

时，提示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犐＜０时，提示存在空

间负相关；犐＝０时，提示呈随机性
［５６］。采用局部空

间自相关指标（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ＬＩＳＡ）聚集图判断研究地区在空间“高－高”

“低－低”“低－高”和“高－低”的分布。通过局部自

相关系数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对我国丙肝发病率进行冷

热点分析［７］。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软件对数据进

行整理、汇总，应用ＧｅｏＤａ软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

析。根据不同省地理相互邻接关系，通过Ｇｅｏｄａ软

件定义空间权重矩阵，分别计算每年全局空间自相

关 Ｍｏｒａｎ’ｓ犐系数，在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下，判

断全国丙肝省级水平上是否存在聚集性。蒙特卡

罗随机化重复模拟次数为９９
［８］，双侧检验，检验水

准α＝０．０５。计算每个空间单元的局部自相关系数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在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下，识别丙

肝发病的冷、热点（高、低值聚集）区域。

２　结果

２．１　丙肝流行基本概况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我国丙肝

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２００４年３．０３／１０万上

升至２０２０年１３．８２／１０万。２０１９年发病率最高，

达１６．０２／１０万。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丙肝病例报告数快

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４８．７９％。

２．２　人群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我国丙肝发病患者

年龄主要分布在５０～５４岁，６５～６９岁，７０～７４岁，

８０～８４岁，≥８５岁。特别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８５

岁人群发病率从１７．９１／１０万上升至４１．０５／１０万，

其中，２０１０年发病率高达４５．４１／１０万。根据目前

可获得的职业分布数据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丙肝发病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农民（９３２３９７例）、家务及待业

人员（３２４８６２例）、离退休人员（２１９９００例）、工人

（１４１８７３例）以及其他人员（１３２９６７例）。

２．３　时间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国全年各月均有

丙肝病例报告。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丙肝发病率快速上

升，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基本保持平稳态势，２０２０年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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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所下降。

２．４　空间自相关分析

２．４．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

国各省份丙肝报告发病率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

析，发现 Ｍｏｒａｎ’ｓ犐系数均为正值（均犘＜０．０５），表

明此期间全国各省份的丙肝发病区域存在空间聚集

性。见表１。

２．４．２　ＬＩＳＡ聚集图分析　对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国丙

肝发病聚集性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丙肝高发地区总体

上由东北向西北转移。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高－高”聚集

模式集中在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甘肃“高－高”聚集模式逐渐向邻近省份（新疆）扩散，

西藏是“低－高”聚集空间模式。２０２０年，广西成为

“高－高”聚集模式。表明高发病率地区向华南地区

扩散增加。“低－低”聚集模式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安徽是“高－低”聚集模式。见图１。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丙肝发病 Ｍｏｒａｎ’ｓ犐自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１　Ｍｏｒａｎ’ｓ犐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犐 犘 犣

２００４ ０．４４９ ＜０．０５ ３．６９６

２００５ ０．３９８ ＜０．０５ ３．１６６

２００６ ０．２８４ ＜０．０５ ２．３２６

２００７ ０．２７２ ＜０．０５ ２．４８１

２００８ ０．２６０ ＜０．０５ ２．３９１

２００９ ０．２８５ ＜０．０５ ２．６６９

２０１０ ０．２６７ ＜０．０５ ２．４３２

２０１１ ０．２４４ ＜０．０５ ２．３８７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犐 犘 犣

２０１２ ０．２３２ ＜０．０５ ２．２４９

２０１３ ０．２３２ ＜０．０５ ２．２７２

２０１４ ０．２３７ ＜０．０５ ２．２２９

２０１５ ０．２５０ ＜０．０５ ２．２６３

２０１６ ０．２６６ ＜０．０５ ２．３７１

２０１７ ０．２７５ ＜０．０５ ２．３４７

２０１８ ０．２７７ ＜０．０５ ２．３３６

２０１９ ０．２４５ ＜０．０５ ２．２６９

２０２０ ０．２２６ ＜０．０５ ２．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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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２３）２７６２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受限于篇

幅，仅绘制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ＬＩＳＡ聚集性地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数据未纳入

统计范畴。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国丙肝发病ＬＩＳＡ聚集图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ＬＩＳ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４９４１·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４年１２月第２３卷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２Ｄｅｃ２０２４



２．４．３　冷热点分析　对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全国丙肝发

病聚集性进行冷热点分析，共探测到４６个丙肝发病

高值的热点地区和４６个丙肝发病低值的冷点地区。

除２００４年外，甘肃连续１６年属高值聚集区，西藏

２００７年起连续１４年属高值聚集区，而黑龙江、吉林

和内蒙古２０１０年之前偶尔属高值聚集区。宁夏在

早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存在高值聚集，中期间断１１

年，２０１７年起连续４年存在高值聚集。新疆仅在

２００９年为高值聚集，广西仅在２０２０年为高值聚集。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浙江属丙肝发病低值聚集区，江

苏紧随其后，连续１５年属低值聚集区。江西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连续４年属低值聚集区。值得注意

的是，２０１６年起安徽和上海连续５年属低值聚集

区。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丙肝发病的聚集省份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份 个数 高值聚集省份 低值聚集省份

２００４ ７ 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宁夏

江苏、浙江、江西

２００５ ８ 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宁夏、甘肃

江苏、浙江、江西

２００６ ５ 黑龙江、甘肃 江苏、浙江、江西

２００７ ５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江西

２００８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０９ ５ 新疆、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０ ５ 西藏、甘肃、黑龙江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１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２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３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４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５ ４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

２０１６ ６ 西藏、甘肃 江苏、浙江、安徽、上海

２０１７ ７ 西藏、甘肃、宁夏 江苏、浙江、安徽、上海

２０１８ ７ 西藏、甘肃、宁夏 江苏、浙江、安徽、上海

２０１９ ６ 西藏、甘肃、宁夏 浙江、安徽、上海

２０２０ ７ 西藏、甘肃、宁夏、广西 浙江、安徽、上海

３　讨论

由于丙肝起病隐匿，慢性化程度高，存在累积效

应，并且衰老后更容易因患病去医院就诊，增加丙肝

阳性检出概率，因此５０～≥８５岁人群发病率较高。

农民、家务及待业和离退休等人员经济收入不稳定

或者较低，卫生健康意识和主动筛查意识薄弱，不规

范输血行为以及不安全性行为等问题使丙肝传播难

以控制。同时，他们可获得医疗水平也较低，不能及

时发现并治疗，导致其发病风险升高。因此，丙肝防

治工作需进一步关注农民（工）、低收入群体和中老

年丙肝高发人群。

我国在２００３年开始实行传染病病例报告网络

直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病例报

告数快速增长［３］。多年来网络直报的完善和检测技

术的提高，有效降低了过度报告和重复报告［３］。同

时，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地域或社会经济因素的偏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对丙肝病例报告数据质量进行抽查，

发现由于各地执行力度不同，部门间反馈机制不明

确，考核标准不同，医务人员理解程度不一，且一些

医务人员存在认识不足、报告病例意识不强的现象，

造成报告率偏低［９］。２０１８年实施《丙型病毒性肝炎

诊断标准（ＷＳ２１３—２０１８）》，诊断标准的变化以及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丙肝检测也有一

定影响［１０］，导致２０２０年丙肝发病数据呈现下降。

２０２１年我国制定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

动工作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方案要求加大检测

力度，提高检测发现率。到２０３０年，在保持２０２５年

各项工作指标的基础上，新报告抗体阳性者的核酸

检测率达９５％以上
［１１］。同时，近年来丙肝可以治

愈，检测人数增加，检测数据的增加也会影响丙肝的

报告数据。

本研究显示，全国各省份的丙肝发病区域存在

空间聚集性，表明社会经济条件与丙肝风险密切

相关［１２］。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部某省曾存在“血浆

经济”等现象，卖血谋生，ＨＣＶ感染及发病风险上

升，导致疾病传播。究其原因，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丙肝防治知识知晓率低［１３１５］，防

控意识弱，对丙肝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基本防控

措施，增加了丙肝发病风险。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

卫生资源明显不足、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能力不足［１６］等问题突出，导致发病风险升

高。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卫生健康意识较强，对

丙肝的防治知识认识较高，还可凭借其卫生资源和

疾病防控能力，降低其发病风险。因此，应该统筹全

国丙肝防治资源，加强协调，抓好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切断传播途径，对患病人员加强治疗［１２］。

地理位置比邻影响丙肝传播，如邻国跨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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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邻省输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

国家入境劳务人员逐渐增多，人群流动增加了传

染病跨境传播风险［１７１８］。甘肃口岸丙肝检出率为

０．０５％，高于我国口岸丙肝检出率０．０３％
［１９２０］，甘

肃 ＨＣＶ感染目前仍呈上升趋势。广西边境口岸开

放的数量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是邻国传染病输

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此可能是近年来广西成为丙肝

高值聚集区的原因之一。同时，内蒙古、黑龙江和吉

林，甘肃和宁夏等相互接壤，人流物流频繁，传播途

径复杂，发病风险自然上升。因此，卫生检疫部门应

加大监测力度，向出入境人员宣传丙肝防控、治疗等

相关知识，尤其是针对吸毒、针具交换及避孕套使用

等行为进行健康干预。各省之间应相互配合，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防止丙肝进一步扩散流行。

从丙肝传播途径来看，由于早期存在“血浆经

济”和不规范输血行为，增加了发病风险，造成疾病

传播。我国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强采、供血机构的监

管和血源管理，同时大力推行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

阻断疾病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

血站核酸检测技术的全面覆盖，血液安全已大幅提

升。目前，注射药物已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通过

不安全注射感染人数占所有感染人数的３０％～

４９％，在湖北、云南、广西、湖南和新疆，丙肝感染在

静脉药瘾者中最为严重［２１］。相关部门应该开展清

洁针具交换工作，在吸毒人群和性传播风险高的人

群中免费发放安全套等阻断传播。母婴传播也是

ＨＣＶ感染的一种常见途径。研究
［２２］发现，孕妇抗

ＨＣＶ抗体阳性率为０．２３５％，母亲传播给新生儿的

丙肝发病率约为２％。因此，要重视母婴安全，做到

主动预防。

根据２０１８年《中国丙型肝炎感染现状及防治对

策研究报告》的测算，我国丙肝诊断率约为１８％，治

疗率不到１．３％，距离实现 ＷＨＯ战略２０３０年达到

９０％的丙肝诊断率和８０％的治疗率目标仍存在较

大差距。欧洲肝病学会提出了丙肝“微消除”策略，即

将全国性丙肝消除计划分解实施，针对各个丙肝特殊

人群，设立更局部、更易操作的丙肝消除计划［２３２４］。

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一般人群中丙肝患病率低，针对

高危人群重点筛查、积极治疗的“微消除”策略或是

我国消除丙肝更为可行的方法。国外有相关成功经

验可供借鉴参考，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于偏

远地区或落后地区人群的丙肝筛查，以及美国和墨

西哥等针对特殊高感染率人群都开展了相应出生队

列研究。

因此，要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增强主动筛查意

识，提高丙肝发现率和治愈率。根据各个省份的不

同情况，遴选其重点关注人群。还要深入到基层农

村和偏远地区进行丙肝筛查，避免遗漏任何一例感染

者。同时，我国目前丙肝防治工作主要政策依据是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缺少国家

层面更具体的统一规划和目标，特别是丙肝流行率、

病死率、治疗率和治愈率的指标。因此，要加强国家

战略层面对丙肝防治工作的重视，细化工作目标。

综上所述，首先，国家应重点关注丙肝发病的热

点区域，卫生资源应多倾向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如甘

肃、宁夏等地。同时，加强对入境人员的传染病监

测，及时阻止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防止成为丙肝高发

区。再者，要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增强主动筛查意

识，提高丙肝发现率和治愈率；最后，细化丙肝流行

率、病死率、治疗率和治愈率的具体指标。结合国情

实际，借鉴国际相关成功经验，助力实现 ＷＨＯ

２０３０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数据来源于公共

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其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２０２０

年，研究结果时效性可能存在局限。同时，以省级行

政区为单位探讨丙肝发病数据的时空分布特征，研

究空间不够精确，可能会低估其空间聚集性，导致无

法显示小范围丙肝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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