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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麻疹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张
!

未 综述!许红梅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感染消化科
!

7'''"7

$

!!

关键词"麻疹#

!

流行病学#

!

研究

!"#

(

"'$&8:8

&

;

$<==>$":%&/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

"

#'""

$

'"/''%&/'&

!!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
"

种以发热%呼吸道卡他症状和

特征性皮疹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常在冬%春

季节发病$由于麻疹病毒具有单一血清型#抗原稳定且麻疹疫

苗!

,`

"具有高度预防效力#在理论上麻疹是可以被消灭

的)

"

*

$而美洲地区消灭麻疹的经验证明#麻疹可以在全球得到

消除)

#

*

$

YZ\

已将麻疹作为消灭脊髓灰质炎之后又一个通

过免疫手段消灭的传染病$

#'

世纪
:'

!

9'

年代麻疹疫苗的

推广接种以来#全球麻疹发病率和病死率明显降低#麻疹大流

行基本上得到控制$但由于初次免疫后#随着时间推移使体内

抗体水平下降#疫苗漏种或无效接种#人口流动性增加及麻疹

病毒基因型变异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麻疹的流行特征发生了

新的改变#在一些国家及地区麻疹疫情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本

文主要对全球麻疹的流行状况及如何控制麻疹的策略作+++

探讨及总结$

A

!

麻疹的流行现状

随着麻疹疫苗的应用#麻疹流行规律发生了变化#流行周

期明显缩短#呈现出以冬%春季发病为主的特点$全球麻疹分

布不均#发病年龄有后移的趋势#而其临床表现及相关并发症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A$A

!

地区分布特点
!

麻疹是
"

种在全球均有分布的传染病#

各地区分布差别较大$总体来说#在麻疹疫苗覆盖率较高!如

大于
8(c

"的发达国家#其发病率较低$如(美洲地区在
#''#

年已宣布消除了麻疹的本土流行$这些地区的麻疹主要是由

其他麻疹流行国家或地区输入性地传播)

&

*

$而在一些欠发达

国家#麻疹仍属于最常见的十大传染病之一$如在非洲%东南

亚及东亚部分地区#麻疹仍存在较高的死亡率)

7

*

$在我国#东

西部地区麻疹的发病率也发生了变化$那些以前发病率低的

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麻疹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由于补充免

疫活动的加强#在一些过去发病率较高的西部地区#如贵州及

新疆
#''(

年其麻疹的发病率明显降低)

(

*

$

虽然在麻疹接种率较高的一些国家如欧洲地区#宣布将在

#'"'

年消除麻疹的流行#但近年来这些地区麻疹疫情有所回

升$有资料显示(

#''9

年在几个欧洲国家#其麻疹病例的数量

达到了近十年的最高值#而该病毒也再次宣布在英国流行)

:

*

$

奥地利一直被认为是麻疹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但是
#''9

年麻

疹在奥地利爆发#仅萨尔茨堡省就有至少
&87

例)

%

*

$

到
#''9

年止#非洲地区麻疹病例下降约
8&c

$但是在非

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中仍有麻疹大爆发流行#其中包括刚果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_HL.,EB

!

_L>ALP

C

#'""

!

?̀G$&#

!

W?$"



!

"#7:"

例"及尼日利亚!

88:'

例"等)

9

*

$在南亚的印度%印度

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麻疹高发地区#由于仍未采取大规模的麻

疹强化免疫活动#使这些国家的麻疹仍未有大幅度下降$在

#''9

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麻疹发病例数分别为
79"9"

例和

"(&:8

例)

8

*

$

A$B

!

流行时间
!

在麻疹疫苗的广泛接种之后#表现为以冬%春

季为主的不同季节均有发病的特点#麻疹的发病时间呈现出后

移趋势$李锋等)

"'

*报道#全年各月均有发病#其中
"

!

:

月为

麻疹高发季节#占全年发病数的
8&$78c

$丁元江等)

""

*报道#

麻疹的发病高峰由原来的
&

%

7

月推迟到
7

%

(

月$

3?I<>

R

AEU

等)

"#

*对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
#'':

年
9

月至
#''%

年
%

月麻

疹的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其发病高峰集中在本年
"#

月至次年

#

月$发病率最高的时间为
#''%

年
"

月的第
"

个星期$

A$C

!

年龄分布
!

在广泛应用麻疹疫苗后#麻疹发病年龄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在接种率低的地区#发病年龄仍以小年龄组!

(

岁以下"为主#接种率高的地区出现双向变化#即主要集中在小

于第一剂麻疹疫苗接种时间!如我国小于
9

月龄"和成人麻疹

!

$

"(

岁"$

据资料显示(在日本#

#''%

年麻疹疫情主要发生在
"'

!

#'

岁的青少年#成人麻疹!即大于
"(

岁"的发病例数较
#''"

年明

显升高)

"&

*

$

#''9

年#日本成人麻疹发病数约为
(%87

例#占总

发病数的
:'$#c

)

"7

*

$

#''9

!

#''8

年间#奥地利麻疹主要分布

在
"'

!

"8

岁)

"(

*

$而
3?I<>

R

AEU

等)

"#

*对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的麻疹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其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小于
"(

个

月婴幼儿!不足年龄接种第
"

次麻疹疫苗"中#约占
7%$7c

'其

次为成人麻疹!

$

"(

岁"约占
#($:c

$在我国有资料显示(奉

化市
#''(

年小于
9

月龄麻疹发病率为
77"$"9

&

"'

万#

"(

!

#'

岁麻疹发病率为
&9$&:

&

"'

万#

"

!

"7

岁本地儿童无发病#而流

动人口发病全部集中在
9

个月至
9

岁)

":

*

$

分析出现此种变化的原因可能为(小月龄患儿未达到计划

免疫接种月龄#且其母亲常通过疫苗接种获得抗体#胎传抗体

水平较低#有资料显示(婴儿体内母传麻疹抗体的水平随着月

龄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

*

$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的不足使小月

龄儿成为麻疹易感人群$而成人麻疹增多可能与麻疹疫苗漏

种'接种疫苗者随时间推移#抗体水平逐渐下降甚至转阴#或者

人工免疫抗体水平低'或者麻疹病毒基因型的变异等因素

有关$

A$D

!

临床特点
!

麻疹患者仍然以发热#呼吸道卡他症状#口腔

X?

J

G<ST=

斑#特征性皮疹及疹退后脱屑或色素沉着等为主要的

临床表现#随着麻疹疫苗的接种及治疗措施的提高#并发症的

发生相对减少$婴幼儿麻疹及成人麻疹具有不同的临床特点$

婴幼儿麻疹症状和病情多偏重#喉炎%肺炎%心力衰竭等并发症

较成人多#对婴儿的危害较大$而成人麻疹肝功能损害和无症

状性的低钙血症较儿童高#肺炎%喉炎和脑炎发生率较婴幼

儿低)

"9

*

$

A$G

!

麻疹病毒的变迁
!

麻疹病毒是
OW+

病毒中的
"

种#属

于副黏病毒科#麻疹病毒属$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遗传稳

定#只有
"

个血清型$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发现该病

毒的复制需在逆转录酶作用下完成#而逆转录酶缺乏校正功

能#因此#

OW+

病毒普遍不稳定#容易变异$

X?.A>E

等)

"8

*发

现
#'

世纪
9'

年代后分离到的麻疹病毒在抗原性和生物学特

征上都有变异#这些变异可能导致其抗原性改变$依据麻疹病

毒序列分析结果#目前
YZ\

将它们划分为
9

个基因组共
#&

个基因型#它们都曾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流行$其中
#'

世纪

('

!

:'

年代
+

型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在美国%俄罗斯%芬兰%

罗马尼亚%日本%中国等都曾分离到该型病毒)

#'

*

$它以
0B

株

为代表#目前在国际上制备疫苗使用的
+KX/2

%

2+,/%'

%

,?PL@E>

%沪
"8"

株等均属于此型$而目前流行的麻疹病毒基

因型发生了新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在中国流行的主要是
Z

基因组的
Z"

基因型)

#"

*

#在日本流行的麻疹病毒主要为
3(

型'其次为
Z"

型)

##

*

$均属于新的基因型#人群对其缺少足够

的免疫力#一旦暴露于其中#就成为易感者#容易患病$

B

!

控制策略

麻疹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病原学的改变对疾病防控和治

疗措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B$A

!

提高麻疹疫苗接种率
!

加强常规免疫服务和开展麻疹强

化免疫等措施#提高人群麻疹疫苗接种率是实现消除麻疹这一

目标的重要基础$因此#除需要严格执行麻疹疫苗常规免疫程

序#还要加强常规免疫接种率监测和严格执行入托%入学查验

预防接种证制度#提高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和边远贫困

地区儿童等特殊人群适龄儿童麻疹疫苗接种率#并适时开展麻

疹疫苗强化免疫$使麻疹疫苗
#

剂次常规免疫接种率达到

8(c

以上$针对小于
9

月龄婴儿的麻疹发病率升高的情况#可

适当调整初免月龄或考虑育龄妇女加强婚前麻疹疫苗免疫$

B$B

!

新的麻疹疫苗的研究及应用
!

麻疹减毒活疫苗!

H+̀

"

必须皮下注射#需要有经验的操作人员和无菌注射器#而且高

温会破坏疫苗#因此它的运输和贮藏必须依靠冷链$

,</

@PL

R

?@P<

等)

#&

*提出新一代麻疹疫苗在体内残留抗体的条件下

应能激发有效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能在婴儿
:

月龄之

前接种#使新出生而未到接种月龄的窗口期婴儿得到有效保

护'需增加疫苗的热稳定性'避免以注射方式接种'可以安全用

于免疫缺陷个体$目前研制的新型麻疹疫苗有
3W+

疫苗%亚

单位疫苗%植物疫苗%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等$

B$C

!

改进麻疹病例的临床管理
!

有资料显示(在麻疹死亡率

较高的国家#采用维生素
+

对症治疗#减少了约
('c

的死亡

率)

#7

*

$适当治疗并发症#在需要时使用抗生素#这是
YZ\

降

低麻疹死亡率%消除麻疹的
"

项综合策略$

此外#还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管理'加强与国际组织%友好国

家和相关机构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吸收%借鉴和推广国际上

消除麻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及成功经验#促进消除麻疹的工作进

程$

C

!

总
!!

结

由于初免后随着时间推移体内抗体水平的下降#疫苗的漏

种或无效接种#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及麻疹病毒基因型的变异等

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麻疹的流行特征发生了新的改变$在一些

国家及地区麻疹疫情有明显的上升趋势#麻疹流行规律发生了

变化#流行周期明显缩短#呈现出以冬%春季为主的不同季节均

有麻疹病例发生的特点$全球麻疹分布不均#发病年龄有后移

的趋势#而其临床表现及相关并发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针对

上述情况#积极提高麻疹疫苗有效免疫接种率#改进麻疹的临

床管理#开展新的疫苗研究等各种综合性措施#控制麻疹的流

行#为最终能消除麻疹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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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

基因检测在支原体鉴定中的应用

李
!

淳 综述!朱翠明!吴移谋 审校

"南华大学病原生物所!湖南衡阳
7#"''"

$

!!

关键词"基因!

POW+

#

!

支原体!人型#

!

分子生物学

!"#

(

"'$&8:8

&

;

$<==>$":%&/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

"

#'""

$

'"/''%(/'&

!!

支原体是能在无生命的培养基中生长的最小原核细胞型

微生物$目前对支原体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主要是分离培

养和血清学检测#但两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随着对支原

体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兼有保守性和变异性于一体的

":)POW+

基因在支原体的鉴定和分类%分型方面有着无可比

拟的优势和作用$现就此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综述$

A

!

AL)POW+

基因的分子特性

":)POW+

是所有原核生物蛋白质合成必需的核糖体

OW+

#它所含信息比
()POW+

多且长度适中#又不像
#&)

POW+

序列太长而不易检测$

":)POW+

基因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

"

":)POW+

基因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原核生物中#并且常

作为多基因家族或操纵子存在#其编码基因长度约
"(''.

J

#

包含大约
('

个功能域#足够用于信息学目的的研究)

"

*

$!

#

"在

生物进化过程中#

":)POW+

基因序列变化非常缓慢#在结构

与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可以用来标志生物的进化距离和

亲缘关系#评价生物的遗传多态性和系统发生关系#在细菌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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