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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报道：今年夏
天，河南信阳市商城县，有

多人被一种叫做蜱的小虫

子咬伤后不治身亡，并引起

许多村民的恐慌。8日下午3

点40分，河南信阳市举行了

新闻通气会。

由信阳市卫生局牵头，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专家

沈大勇(音)主持了通气会，

大致介绍了信阳市近期发
生的病例。

通气会上指出，因为信

阳特殊的地理环境，蜱虫一

直就存在，前几年由于气候

的原因，流行的趋势不是很

明显。从2007年发现首个致

人死亡的病例以后，到今

年，基本上掌握了其传播区
域和传播途径。但是对于从

根源上预防，从地方、从河

南省到国家疾控中心都没

有出台一些非常有效的措

施。

传言开始盛行。在商城县城区，数
人告诉记者，蜱虫侵入公园，已经咬死
了几个在草丛游玩的市民。

有旁观者还建议，国家能否派飞机
过来播撒杀虫剂，杀死蜱虫。这马上遭
到反驳。“蜱虫都钻在地里，你撒药有啥
用？”

伏山乡主管政法的一位乡领导说，

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开蜱虫疫情，是维稳

需要，“怕引起进一步恐慌，更何况病毒
此时还未知”。

而调查中，有村民向记者表示，政
府若不公布确切疫情，反而容易产生社
会恐慌。

吴玉涛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人知
道这种虫的真实情况，至少人们知道该
如何防治。只有公布疫情，恐慌才不会
蔓延。 据《新京报》

为维稳需要 未公布疫情

河南信阳卫生局：

蜱虫一直有

源头预防难

8月24日，鲇鱼山乡平塘村村民鲍

祥义的妻子展示丈夫遗照。

8月24日，丁勇席手持妻子病历，

他的妻子也被蜱虫叮咬后死亡。

河南“八爪小虫”

夺命调查
□疾病病原体成谜

□国家疾控人员前往河南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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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一种叫做

蜱的小虫子咬伤后不治身亡，引起村民恐慌。

据了解，当地去年已出现死亡病例，但今年尤
其多，成为蜱虫“重灾区”。目前，国内还未分离
出病原体，也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致命的高烧”
吴德政蜷缩在床上，这名73

岁的老中医不断抽搐。他伸出

手，像是要抓住什么，断断续续

地喊：“娘呀，我疼呀……”

他通体高烧，咳着血，上吐

下泻，体内血小板和白细胞不

断减少。在呻吟了三四天后，多

个器官功能相继衰竭。

6月11日，吴德政死了，留

下一段儿子为其拍摄的挣扎

呼叫的视频和一大堆医学书。

临死前，吴德政被确诊为“发
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由

蜱虫叮咬所致。

毒虫，在河南商城县出现。

伏山乡南冲村村主任杨富告
诉记者，商城县是蜱虫重灾

区，全县被咬的应有好几百

人，已有多人死亡。

对于具体死亡人数，商城

县疾控中心主任余芳表示，这

属于疫情发布，县疾控中心无

权公布，她拒绝透露死亡人数。

蜱虫也在商城县鲇鱼山

乡出现。该乡平塘村村民鲍祥
义赤膊上山干活时被蜱虫叮

咬，从5月13日鲍祥义肋部出

现红包到最后死亡，只有9天

时间。

7月3日凌晨，龚正成也告
别人世。他是庙岗村村民，脚上

被蜱虫叮咬。临死前一天，他牙

关紧闭，水米难进。和鲍祥义一

样，他腕部“血直飙”。到7月底，

“毒虫咬死人”的事已传遍商

城县的十里八乡。

蜱“毒”传播谜团
商城县卫生局纪委书记

吴泽欣说，目前只知道蜱虫会

传播一种“吞噬细胞无形体”，

它会使血小板、白细胞减少，

所以业界将这种病称为“无形

体病”。

但迄今为止，只有美国

和欧洲的一个国家从蜱虫咬

伤患者体内分离出病原体，

所以在河南各级医院和疾控
部门都将该病称为“疑似无

形体病”。

吴泽欣认为，该病的可怕

之处在于，疾病的病原体以及

传播途径至今还是个谜。

吴玉涛有个结一直未解

开。他未在父亲吴德政身上找

到蜱虫叮咬的痕迹，也不知道

父亲何时被虫咬。

黄志菊也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发病的，她说，在发病前，

她一直在照顾婆婆季德芳。

去年10月初，商城县鲇鱼

山乡下马河村68岁的季德芳
患疑似无形体病死亡。在她出

殡时，曾照顾过她的儿媳黄志

菊因身体不适住了院，对症治

疗后，黄志菊康复。

在季德芳去世 20天后，

她的远房亲戚、同村49岁的

妇联主任罗林英也因疑似

无形体病死亡。她死的第二

天，曾照料她的二嫂突发高

烧住院，按无形体病治疗后

康复。

今年5月24日，国家疾控
中心派员到信阳，对商城、罗

山、光山等5县85个乡镇的负

责人进行培训，要求“及时发
现、报告和调查”。

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编辑：高扩 美编：马晓迪 组版：颜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