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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市朝阳区婴幼儿腹泻病毒多病原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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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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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及时总结和掌握北京市朝阳区
!"&1

年婴幼儿腹泻病毒多病原流行特征"并与历史数据进

行比较"分析其病原谱变化情况"为制订该地区病毒性腹泻疾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收集北

京市朝阳区
!"&1

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送检的婴幼儿腹泻粪便监测样本"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

聚合酶链反应

!

Y

7J2

#和
7J2

技术对样本中的诺如病毒'肠道腺病毒'星状病毒进行核酸检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N:6@3

#对样本中的轮状病毒进行抗原检测$结果
!

!"&1

年共收集
+

岁以下婴幼儿腹泻粪便监测样本
&'"

份"经确诊轮状病毒
##

例"诺如病毒
((

例"肠道腺病毒
&+

例"星状病毒
&+

例"其中双重感染者
'

例)全部与诺

如病毒和!或#轮状病毒有关*$男女性别比为
!$!m&

"男女性别间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

"

"

#

岁均可检出"

#

岁以上只检出轮状病毒$轮状病毒冬春季高发!

&!

月至次年
(

月#"诺如病毒全年均可发生

!

+

"

,

月和
'

"

&!

月感染比例较高#"肠道腺病毒为秋冬季高发!

'

"

&!

月#"星状病毒流行季节性不明显$

结论
!

北京市朝阳区
!"&1

年监测腹泻患儿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感染率较高"且全部混合感染均与诺如病毒和

!或#轮状病毒有关$应加强对病毒性腹泻的监测"预防暴发疫情尤其是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轮状病毒(

!

诺如病毒(

!

肠道腺病毒(

!

星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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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腹泻是一种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常见传 染病!好发于
+

岁以下儿童%多数症状较轻!但严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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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可导致死亡&

&

'

%引起婴幼儿腹泻的病原体有多

种!其中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肠道腺病毒

等都是比较常见的病毒类病原体&

!

'

%婴幼儿病毒性

腹泻可由一种病毒引起!也可同时由两种或几种病毒

引起%该类病毒均可分为多种不同的血清型或基因

型!可在人类或自然宿主中发生基因组突变$重组或

重配&

(*+

'

!从而导致新型别的病原体出现!引起疾病的

暴发或流行%北京市朝阳区一直致力于开展婴幼儿

腹泻病毒多病原的检测和监测工作!为其科学防控工

作提供了基础依据%本文旨在及时总结和分析北京

市朝阳区
!"&1

年婴幼儿腹泻的病原学流行特征!分

析病原谱变化情况!在第一时间为制订
!"&'

年的防

控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年北京市朝阳区首都儿科研究

所送检的共
&'"

例腹泻患儿的粪便监测样本%所有

送检样本均为未经过相关病毒检验的样本!在本实验

室完成相关的分析%纳入标准("

&

#肠道门诊就诊腹

泻病例(以呕吐或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为主诉就诊的门

诊病例"初诊病例#!要求为发病
(?

以内的病例-"

!

#

+

岁以下儿童腹泻病例(年龄
%

,"

月龄!监测对象为

腹泻住院或门诊输液
$

!

次的腹泻患儿%

$$%

!

仪器与试剂
!

病毒核酸提取仪为
3[6

公司的

=;

X

=3\N]

A

C>//!#

型自动核酸抽提仪!提取试剂为

+̀ =;

X

=3\*),D.C;F6/EF;9.E0 .̂9

-轮状病毒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N:6@3

#检测试剂为
d\d6Q

公司的

7CE@

A

>S82E9;R.CM/ .̂9

-诺如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为江

苏硕世的诺如病毒
K

&

)

K

%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7J2

法#-引物
+e*J33J8J3KK333J3KKK8

K8*(e

和
+e*8J3K38KJ388K8J388KK8*(e

用于扩增星状病毒!所用试剂为
h63KN5

公司的
E0>

/9>

A

实时荧光定量
*

聚合酶链反应"

Y

7J2

#

V.9

-引物
+e*

88JJJJ38K KJ6J3Z33J3J*(e

和
+e*JJJ8KK

83̂ JJ2382 88K83*(e

用于扩增肠道腺病毒!所

用试剂为天根公司的
8;

Y

7J2=;/9>C=.]

%

$$&

!

方法

$$&$$

!

样本处理与病毒核酸提取
!

制备
&"4

的便悬

液(将粪便标本加到
&$+B:N7

管中!加入标本处理

液!震荡
(

次!每次
&"/

%然后静置
&B.0

!再以
'"""

C

)

B.0

离心
+B.0

!吸取上清使用
3[6

公司的
+`

=;

X

=3\*),D.C;F6/EF;9.E0 .̂9

提取病毒
Q53

或

253

!具体操作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

!

病毒抗原和核酸检测
!

使用
d]E.?

公司的

7CE@

A

>S82E9;R.CM/ .̂9

对处理后粪便样本进行轮状

病毒抗原检测-分别使用江苏硕世的诺如病毒
K

&

)

K

%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7J2

法#$天根公司的
8;

Y

7J2=;/9>C=.]

$

h63KN5

公司的
E0>/9>

AY

7J2V.9

及对应引物对样本
253

或
Q53

进行诺如病毒$星

状病毒$肠道腺病毒的核酸检测-应用
N:6@3

法对样

本中的轮状病毒进行抗原检测%具体操作和结果判

定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7@@&)$"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

验!以
9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婴幼儿病毒性腹泻病原检测结果
!

本研究共收

集
&'"

例腹泻患儿粪便样本!经实验室确证
))

例感

染肠道相关病毒!总阳性率为
++$"4

"

))

)

&'"

#%其中

轮状病毒抗原阳性
##

例!阳性率为
!#$#4

"

##

)

&'"

#-

诺如病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为
&'$(4

"

((

)

&'"

#!

且均为
K

%

型-星状病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为

'$(4

"

&+

)

&'"

#-肠道腺病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

为
'$(4

"

&+

)

&'"

#%在确证的
))

例感染者中!有
'

例

"

'$&4

#发生了合并感染!其中
1

例"

'1$+4

#均是合

并感染诺如病毒!或者说!患儿在感染诺如病毒后容

易合并感染其他病毒%在这些双重感染中!轮状病毒

合并感染诺如病毒
#

例!轮状病毒合并感染肠道腺病

毒
&

例!诺如病毒合并感染肠道腺病毒
&

例!诺如病

毒合并感染星状病毒
!

例%

%$%

!

流行病学分布

%$%$$

!

季节分布
!

从按月分布的
#

种病毒检出率和

#

种病毒检出比例来进行分析!轮状病毒感染为冬季

高发!集中于
&

"

(

月和
&!

月!同时这几个月份也是

轮状病毒感染比例最高的月份%诺如病毒感染全年

均可发生!

&

"

,

月高低起伏!在
1

月最低!然后逐步升

高至
&!

月!

1

月前后"

+

"

,

月和
'

"

&!

月#感染比例

较高%肠道腺病毒感染为秋冬季高发!集中于
'

"

&!

月!其中
'

"

&&

月感染比例较高!并在
#

月有一个感

染小高峰%星状病毒感染的
!

个高峰出现于
#

月和
1

月!且在这
!

个月份的感染比例最高%见图
&

$

!

%

%$%$%

!

年龄分布
!

以
&

岁为间隔!将腹泻患儿按年

龄分为
,

个组!见图
(

%在
%

&

岁组!

#

种病毒感染率

为
+4

"

&"4

!无明显区别-在
&

"%

!

岁组!轮状病毒

和诺如病毒的感染率显著升高至
!+$'4

和
!,$)4

!

而肠道腺病毒和星状病毒的感染率仍然维持在

&"$"4

左右"

&"$'4

和
1$+4

#-在
!

"%

(

岁组!轮状

病毒感染率继续升高至
#($'4

!诺如病毒感染率略下

降"

&'$'4

#!而肠道腺病毒和星状病毒的感染率均低

于
&"$"4

-在
(

"

#

岁组!轮状病毒感染率仍保持高位

"

(,$'4

#!同时星状病毒感染率明显升高"

!&$&4

#!

诺如病毒感染率继续下降至
+$(4

!肠道腺病毒感染

率则继续维持在
&"$"4

左右"

&"$+4

#-在
#

"%

+

岁

组!仅检测到轮状病毒感染"感染率为
!1$(4

#%在前

文提到的合并感染中!其中有
!

例发生在
%

&

岁组!

,

例发生在
&

"%

!

岁组!其他年龄组没有%

%$%$&

!

性别分布
!

在
%

&

岁组!女童腹泻样本中仅检

出了诺如病毒"

!($&4

#和肠道腺病毒"

1$14

#!而未

检出轮状病毒和星状病毒!但是该年龄组的男童腹泻

标本中以轮状病毒"

&"$14

#和星状病毒"

&"$14

#检

出率最高!其次为诺如病毒"

($,4

#和肠道腺病毒

"

($,4

#%在
&

"

!

岁组!男童和女童腹泻粪便中的轮

状病毒"

!($#4

和
(&$"4

#和诺如病毒"

!+$"4

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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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出率最高!肠道腺病毒"

&!$+4

和
,$)4

#和

星状病毒"

1$'4

和
,$)4

#检出率次之%在
!

"%

(

岁

组!男童和女童腹泻粪便中仍是以轮状病毒"

("$(4

和
,,$14

#和诺如病毒"

!"$"4

和
&,$14

#检出率最

高!但在女童腹泻粪便中未检测到肠道腺病毒和星状

病毒%在
(

"%

#

岁组!男童腹泻粪便中以轮状病毒

"

#!$)4

#检出为主!女童腹泻粪便中星状病毒的检出

率升高至
#"$"4

!且未检测到诺如病毒%在
#

"%

+

岁组!男童和女童均只检测到了轮状病毒!见图
#

%在

前文提到的合并感染中!

#

例发生于女童!

#

例发生于

男童!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b"$#+!

#%

图
&

!!

#

种病毒检出率在不同季节的分布图

图
!

!!

#

种病毒在每个月中的检出比例$

4

%

图
(

!!

不同年龄段的
#

种病毒检出率$

4

%

图
#

!!

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
#

种病毒检出率$

4

%

&

!

讨
!!

论

!!

在世界范围内!

&

)

)

的儿童死亡原因为腹泻性疾

病!每年造成约
1+

万人死亡&

,

'

!且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4

&

1

'

%腹泻疾病的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和寄生

虫等%其中病毒包括
3

组轮状病毒$

K

&

和
K

%

型诺

如病毒$肠道腺病毒$札如病毒$星状病毒等%人轮状

病毒自上世纪
1"

年代初发现以来&

'

'

!至今仍然是世

界范围内引起
+

岁以下婴幼儿腹泻的最主要病原体!

每年约
,"

万婴幼儿因轮状病毒感染导致严重脱水死

亡%诺如病毒紧随其后%

本研究对
!"&1

年北京市朝阳区
+

岁以下婴幼儿

腹泻中
#

种病毒感染的监测数据"轮状病毒
!#$#4

$

诺如病毒
&'$(4

$肠道腺病毒
'$(4

$星状病毒
'$(4

#

也显示!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仍是主要病原体%这也

与
:6

等&

)

'在
!"&&P!"&(

年的研究中报道的数据"轮

状病毒
#"$,4

!

K

%

型诺如病毒
!#$14

$肠道腺病毒

&"$)4

$

K

&

型诺如病毒
($"4

和星状病毒
($"4

#!以

及
:6_

等&

&"

'在对
!"&"P!"&#

年北京市
(&#1

名住院

儿童的肠道病毒检测中的数据"轮状病毒
!!$"4

!肠

道腺病毒
&"$(4

#相吻合%但
:6

等&

)

'在其研究中进

行了扎如病毒的检测!其检出率为
,$+4

!高于星状病

毒!提示应考虑将札如病毒纳入以后的监测中 %

:6_

等&

&"

'在其研究中检出
&$&4

的轮状病毒和肠道腺病

毒混合感染!本研究在
&'"

例样本中也检出
&

例

"

"$,4

#两者的混合感染%

本研究中诺如病毒在
+

岁以下腹泻患儿中的总

体检出率为
&'$(4

"

((

)

&'"

#!低于
%63

等&

&&

'在

!"&"P!"&(

年的北京地区诺如病毒检出率"社区获得

性感染率为
!+$,4

#%但是!诺如病毒最高检出率的

年龄段一致!均为
&

"

!

岁!并且均是以
K

%

型为主%

K3d

等&

&!

'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北京市

((

起诺如病毒腹泻暴发研究中也发现!所有的感染都

是由
K

%

型诺如病毒引起的%但是高志勇等&

&(

'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北京市诺如病毒急性胃肠

炎疫情中检测到有
&+$&(4

的病例感染了
K

&

型诺如

病毒%这一不同可能与季节有关%

另外!本研究中共检测出
'

例混合感染!其中
1

例是与诺如病毒的混合感染!

+

例是与轮状病毒的混

合感染%混合感染中均有诺如病毒和"或#轮状病毒

的检出这一结果与陈灵霞等&

&#

'报道的一致!也提示
+

岁以下儿童对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更加易感!或者两

者单独感染后促进了其他相关病毒的感染%本研究

中的混合感染率为
#$#4

!与陈惠芳等&

&+

'报道的广州

地区的混合感染检出率"

#$'4

#相当!但是低于陈灵

霞等&

&#

'报道的
!"&(P!"&+

年北京市怀柔区的混合感

染检出率"

&&$"4

#!可能与监测人群不一致有关%目

前!混合感染引起的临床症状$对应的预防和控制措

施以及临床治疗手段等是否与单一感染相同!尚无充

分的研究数据支持!是病毒性腹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强混合感染的监测!为正

确处理疫情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

!

结
!!

论

!!

本研究通过对朝阳区
!"&1

年
+

岁以下腹泻患儿

#

种常见腹泻病毒的监测!获得了朝阳区最及时的病

毒性腹泻病原谱的动态变化和流行规律!为病毒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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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的预防提供第一手的科学依据%虽然朝阳区对病

毒性腹泻的监测一直在常规进行!但是在腹泻病毒监

测种类以及监测数据的分析利用方面!仍需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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