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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Ａ组轮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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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市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广东中山５２８４００）

　　摘　要：目的　了解中山地区Ａ组轮状病毒感染情况和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应用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对疑似Ａ组轮状

病毒感染的患儿新鲜粪便标本进行Ａ组轮状病毒检测，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９６９例标本中１６８例Ａ组轮状病毒抗原检

测阳性，总阳性率为，１７．３４％，男女比例为２．２３∶１．００。６～１２个月年龄段婴幼儿最为易感。在该地区秋冬季节是 Ａ组轮状病

毒感染的高发季节，高峰在１１～１２月。结论　Ａ组轮状病毒是中山地区婴幼儿腹泻的重要病原体，对Ａ组轮状病毒进行监测对

其诊断和合理治疗及流行情况的监控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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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状病毒自１９７３年发现迄今，已成为了世界范围内２岁

以下婴、幼儿腹泻重要的病原体，绝对多数儿童在５岁以前患

过轮状病毒腹泻。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轮状病毒感染每年大

约引起６０多万婴、幼儿死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１］。为了解中

山市Ａ 组轮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本研究就本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对Ａ组轮状病毒进行检测的腹泻患儿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本院就

诊的疑似轮状病毒感染的患儿９６９例，其中，男６７０例，女２９９

例；年龄０～６４岁。粪便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３版）要求，于就诊当天采集。

１．２　检测方法　采集患儿新鲜粪便标本，离体后１ｈ内进行

检测。采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轮状病毒

诊断试剂盒，采用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进行检测，严格按照

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及数据读取。

２　结　　果

本地区Ａ组轮状病毒感染有明显季节性，在第１、４季度，

患儿Ａ组轮状病毒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季度，检出高峰在

１１月和１２月。在感染患儿中，男女比为２．２３∶１．００，见表１。

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患儿Ａ组轮状病毒检测结果见表２。本

地区Ａ组与近年不同地区轮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情况比较

见表３。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不同季节、不同性别患儿Ａ组轮状

　　　病毒检测结果

时间 狀 检出数（狀） 检出率（％）男性检出数（狀）女性检出数（狀）

第１季３２５ ８２ ２５．２３ ５０ ３２

第２季１３４ ７ ５．２２ ６ １

第３季２２９ １２ ５．２４ １０ ２

第４季２８１ ６７ ２３．８４ ５０ １７

总计 ９６９ １６８ １７．３４ １１６ ５２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患儿

　　　Ａ组轮状病毒的检测结果

年龄段 狀 检出率（％） 男性检出数（狀） 女性检出数（狀）

０～６个月 １６ ９．５２ １６ ０

＞６～１２个月 ５４ ３２．１４ ３９ １５

＞１２～１８个月 ５７ ３３．９３ ３６ ２１

＞１８～２４个月 １０ ５．９５ ６ ４

＞２～５岁 ２７ １６．０７ １５ １２

＞５岁 ４ ２．３８ ４ ０

总计 １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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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本地区与近年不同地区轮状病毒检测情况

地区 狀
检出率

（％）

＞６～２４个月阳性

患儿构成比（％）
男∶女 流行时间

中山市 ９６９ １７．３４ ６９．８３ ２．２３∶１．００ 第１、４季

湖州市［２］ ６５４ ２８．７４ ８４．５７ １．２１∶１．００１～３月、１０～１２月

安庆市［３］ ２４６７ ２８．００ ７９．４５ １．５０∶１．００ 第４季

桐庐县［４］ ６３４ ４８．５８ ８８．６４ ２．２１∶１．００ 第１、４季

苏州市［５］ ８６３ ２０．１６ ７５．２９ １．２９∶１．００１～２月、１１～１２月

３　讨　　论

人轮状病毒于１９７３年由澳大利亚学者在十二指肠超薄切

片中首次发现［６］，是引起人类（主要是婴、幼儿）和动物病毒性

腹泻的主要病原体，属于呼肠病毒科轮状病毒属。轮状病毒内

含１１个片段的双链ＲＮＡ基因组，分别编码病毒的６种结构蛋

白（ＶＰ１～４、ＶＰ６、ＶＰ７）以及６种非结构蛋白（ＮＳＰ１～６）。根

据外层衣壳蛋白ＶＰ６组特异性抗原表位将轮状病毒分为Ａ～

Ｇ组，根据现有研究发现，只有 Ａ、Ｂ和Ｃ组可感染人类，其中

Ａ组轮状病毒是导致婴、幼儿严重腹泻的最主要病原体。有人

认为轮状病毒可以通过胃肠屏障而到达血液循环，引起各个脏

器病变，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中枢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感染等，成为轮状病毒感染致死的

重要原因之一［７８］。轮状病毒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以粪口途径

传播为主，也有可能经呼吸道途径传播。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院轮状病毒的阳性检出率为１７．３４％，

虽低于国内的相关报道水平，但也表明 Ａ组轮状病毒是引起

本院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在感染的患儿当中，男性比

例高于女性，男女比为２．２３∶１．００，与桐庐县地区报道的基本

一致，略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本地区轮状病毒感染有明显的季

节性，在第１、４季度，轮状病毒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高峰

在１１月和１２月，可见，Ａ组轮状病毒感染高发在秋、冬季节，

是秋、冬季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轮状病毒的检出率在

不同的年龄段有明显差异，大于６个月到１８个月组的患儿，明

显比其他年龄组的患儿易感，与国内的报道基本一致。这主要

是由于小于６个月的婴、幼儿获得来自于母体的特异性ＩｇＧ抗

体和母乳分泌型ＩｇＡ抗体对 Ａ组轮状病毒的拮抗作用，而随

着年龄的增长，来自母体的抗体逐渐减少，抵抗力也随之减弱，

直到１８个月后，幼儿的自身免疫系统逐渐完善，抵抗力也逐渐

增强。在研究中有１例为成人患者，男，６４岁，在国内也曾有

同样的成人感染病例的报道，可见，Ａ组轮状病毒同样可以感

染成人，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对婴、幼儿Ａ组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尚缺乏特效的治疗

方法，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是疫苗的接种，但目前仍无世界

公认的、理想的Ａ组轮状病毒疫苗。因此，临床实验室做好 Ａ

组轮状病毒感染的检测盒流行病学的调查至关重要，为预防感

染、疫苗的研发提供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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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武强等
［９］报道了上海市女性参考区间，＜６０岁为３８．３～

７９．１μｍｏｌ／Ｌ，≥６０岁为３９．９～９３．５μｍｏｌ／Ｌ，这与王学晶等
［７］

报道的有差异。本研究测定的女性Ｓｃｒ参考区间，≤６０岁为

４１．０～６５．６μｍｏｌ／Ｌ，＞６０岁为４４．７～８６．２μｍｏｌ／Ｌ，与上述研

究人员报道的结果也有差异。

本项调查根据排除标准严格筛选健康人群，结果可靠，基

本反映了长沙地区健康成人Ｓｃｒ的水平，建立了长沙地区健康

成人Ｓｃｒ的参考区间，可供本地区临床医师和检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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