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周静，女，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论　　著·

东莞地区儿童轮状病毒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

周　静，李晓婷，梁　燕，陈建安，陈丽莉，刘　艳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检验科，广东东莞５２３１１０）

　　摘　要：目的　探讨东莞地区儿童感染轮状病毒（ＲＶ）引起腹泻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采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到

东莞东华医院门诊的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以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定性检测Ａ群轮状病毒抗原（ＲＶＡ）。结果　４９６７例患者中

阳性共１５５５例，阳性检出率３３．８％；男女比例为１．９∶１。３岁以下儿童的检出率达到９３％。ＲＶ腹泻病例终年未断，检出率在

１１月份（４９．８％）和２月份（４３．３％）呈现两个高峰，最低为６、１０月份（１６．０％）。结论　东莞地区３岁以下儿童为Ａ群ＲＶ的易感

人群。ＲＶ腹泻在全年均发生，在春季和秋冬季出现两个发病高峰，应根据流行病学特点适时为儿童接种ＲＶ疫苗预防ＲＶ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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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状病毒（ＲＶ）感染是婴幼儿重度腹泻的重要病因，其发

病率高、流行广泛、危害严重，是当今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由于不同血清型的ＲＶ之间无交叉免疫性，人体可多次感

染ＲＶ，且不同地区，不同年份 ＲＶ优势流行株不断变迁，故

ＲＶ腹泻的流行特征常有较大变化，持续不断地监测其流行规

律对ＲＶ感染的防治具有重大意义。２００９年，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其所有成员国将ＲＶ疫苗纳入其儿童计划免疫程序中
［１］。

随着ＲＶ疫苗的应用和发展，ＲＶ腹泻的发病率和流行特点更

加值得关注。本文对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间在东华医

院门诊就诊的Ａ群ＲＶ标本进行检测，旨在了解东莞地区ＲＶ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来东华医院门诊

就诊的腹泻患儿４９６７例，其中男３６３３例，女１３３４例。

１．２　方法　采集患儿新鲜粪便标本进行ＲＶ抗原检测，采用

西门子Ａ群ＲＶ诊断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依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胶体金法）原理，按试剂盒说明操作

并判别。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２　结　　果

２．１　ＲＶ检出率及其性别分布特点　４９６７例患儿中共检出

ＲＶ抗原阳性患儿１５５５例，总检出率为３１．３％，其中男性１

０２３例，女性５３２例，男孩检出率为３３．８％，女孩为２７．４％，男

女阳性检出率比为１．９∶１，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２．２　ＲＶ腹泻的年龄分布特点　将受检儿童分为＜１岁、１～

＜２岁，２～＜３岁和３～岁共４个年龄组，其ＲＶ检出率分别

为５３．４％、２９．６％、１０．０％和７．０％（见表１）。３岁以下儿童的

检出率达到９３％。

表１　　不同年龄组患儿的ＲＶ检出情况

组别 检测例数（狀） 阳性（狀） 阳性构成比（％）

＜１岁 ２９６０ ８３０ ５３．４

１～＜２岁 １４１０ ４６０ ２９．６

２～＜３岁 ３４８ １５６ １０．０

３～ 岁 ２４９ １０９ ７．０

合计 ４９６７ １５５５ １００．０

２．３　ＲＶ腹泻的季节分布特点　东莞地区ＲＶ感染性腹泻病

例终年未断，检出率在１１月份最高，为４９．８％。１０月和５月

份检出率最低，为１６．０％，见图１。

·３７·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３６卷第１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３６，Ｎｏ．１



图１　　ＲＶ检出时间分布

３　讨　　论

ＲＶ是导致全球婴幼儿腹泻的病原体之一，主要通过粪口

传播，绝大部分儿童都会在３月龄到５岁至少感染过１次

ＲＶ
［１］，有资料显示，在世界各地的ＲＶ检测阳性率为１１％～

７０％
［２］。本调查结果显示，东莞地区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

月间的腹泻儿童ＲＶ检出率为３１．３％，较本地区往年报道的

４８．９％有所下降
［３］，略高于陈飞等［４］报道的２８．１２％。男女阳

性检出比为１．９：１，发病高峰季节从１１月份延续至次年２月

份，即每年的１、２、１１、１２月份，与本地区往年报道结果相近
［３］。

男女儿童ＲＶ检出率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性别对

ＲＶ的遗传易感并无显著差异。

本调查结果显示，３岁以下ＲＶ腹泻人数占病例总人数的

９３．０％，提示东莞地区３岁以下儿童为ＲＶ的易感人群。考虑

可能与此年龄段幼儿来自母体的保护性抗体逐渐减少，自身免

疫系统发育尚未健全，对ＲＶ的特异性ＩｇＭ 抗体产生不足，且

肠道局部分泌型ＩｇＡ分泌不足等因素有关。而３岁以上儿童

的免疫功能日益增强［５］，加之以往可能暴露于ＲＶ而产生了主

动免疫，所以发病率较低。国内大多数报道ＲＶ的易感人群均

为６月龄至２岁幼儿
［６７］，而本调查显示，２～＜３岁幼儿不容

忽视，虽然２～＜３岁的幼儿免疫系统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接触

感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临床上应予以重视。

ＲＶ腹泻在热带地区全年均可发病，而在温带地区一般都

呈现很强的季节性，多以冬、春季为发病高峰，这是因为ＲＶ腹

泻的发病与寒冷、干燥和降水量少呈正相关［８］。据报道，城市

和农村就诊儿童有同样高的ＲＶ检出率，说明卫生条件的改善

可能并不能减少ＲＶ感染腹泻的发病率
［９］。

综上所述，东莞地区儿童ＲＶ腹泻发病年龄集中在３岁以

下儿童，其中每年的冬、春季为高发病季节，这与往年相比并无

大变化。由于ＲＶ腹泻没有特异的治疗方法，对易感人群、儿

童进行ＲＶ疫苗的预防接种就成为预防ＲＶ感染的最有效方

法。持续不断地监测流行特点及发病规律对降低ＲＶ腹泻的

发病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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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系统地研究血清与ＥＤＴＡ

Ｋ２ 抗凝血浆中ＰＣＴ水平的差异及临床意义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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