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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年某市婴幼儿腹泻
"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分析

朱中华%

!张茂海%

!张
!

斌&

"

%)

大冶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黄石
(',%**

#

&)

大冶市妇幼保健医院!湖北黄石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大冶市
&*%(

年婴幼儿腹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并探讨其发病规律&方法
!

采用胶体金免疫层

析法对
&*%(

年
%

"

%&

月
'(,=

例门诊腹泻婴幼儿粪便进行
"

群轮状病毒抗原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检出腹泻婴

幼儿
"

群轮状病毒阳性
55,

例!阳性率为
&&)(*V

#其中
+

个月至小于
&

岁为
"

群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年龄段!阳性率为
',)

55V

#

%

%

(

%

%*

"

%&

月为
"

群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时间&男女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

小于
+

个月腹泻婴幼儿中!母乳喂养者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

()Z,V

$低于人工喂养者"

&5)5'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轮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该病的发生以
+

个月至小于
&

岁婴幼儿为主!应根据其易感人群%

传播途径%流行时间做到早预防%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

关键词"婴幼儿#

!

腹泻#

!

轮状病毒

!"#

!

%*)'=+=

"

>

)?@@1)%+5'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A(%'*

"

&*%+

$

*,A*+Z5A*&

!!

小儿急性感染性胃肠炎$简称腹泻&是仅次于呼吸道感染

的儿童常见多发病#其发病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较

高#我国人群每年约为
%)5+

次"人#其病原体主要有细菌'病

毒'原虫等#其中以病毒最为多见#尤其是轮状病毒(

%

)

*为了解

本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感染情况#笔者回顾性分析
&*%(

年
'(,=

例婴幼儿腹泻
"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具体结果报道

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所有标本来自
&*%(

年
%

"

%&

月
'(,=

例门

诊腹泻患儿#男
%=,Z

例#女
%,*%

例%年龄均小于
,

岁#其中年

龄小于
+

个月者
(&Z

例#

+

个月至小于
&

岁者
%(+,

例#

&

"$

'

岁者
%*&'

例#

'

"$

,

岁者
,('

例%年龄小于
+

个月的患儿中#

母乳喂养者
'*=

例'人工喂养者
%%=

例*

B)C

!

方法

B)C)B

!

检测方法
!

留取患儿粪便进行常规检测和轮状病毒检

测*大便常规检测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

(

&

)进行#轮状病毒检测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试剂由深

圳市惠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取适量粪便$约
,*K

P

&样

品放入装有稀释液的瓶内#搅拌混匀后#加入
'

滴$约
%&*

#

!

&

粪便上清液#室温平置#

%*

"

&*K?1

内判读结果*

B)C)C

!

结果判断
!

测试卡出现
&

条红色线则判为阳性#即标

本中含有轮状病毒%只出现红色质控线则判为阴性#即标本中

未检出轮状病毒%测试卡不出现红色质控线则判为无效#应重

新检测*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比

较分析#

2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不同性别腹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比较
!

%=,Z

例男性腹泻患儿中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
(,*

例#阳性

率为
&&)=ZV

$

(,*

"

%=,Z

&%

%,*%

例女性腹泻患儿中
"

群轮状

病毒感染阳性
'&,

例#阳性率为
&%)+,V

$

'&,

"

%,*%

&*男女患

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

C)C

!

各年龄段腹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
!

各年龄

段腹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存在差异#

+

个月至小于

&

岁患儿阳性率较高*见表
%

*

C)D

!

小于
+

个月患儿不同喂养方式者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

性率比较
!

母乳喂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为
()Z,V

$

%,

"

'*=

&#人工喂养患儿感染阳性率为
&5)5'V

$

''

"

%%=

&#两

+

5Z+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U1IW!3M#0D

!

#3GH.&*%+

!

LCE)'5

!

9C),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

表
%

!!

各年龄段腹泻患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

年龄 检测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V

&

$

+

个月
(&Z (Z %%)&%

+

个月至小于
&

岁
%(+, ,&( ',)55

&

"$

'

岁
%*&' %'( %')%*

'

"$

,

岁
,(' += %&)5%

合计
'(,= 55, &&)(*

C)E

!

"

群轮状病毒感染的季节分布特征
!

婴幼儿
"

群轮状

病毒感染一年四季均有发病#其中
+

'

5

'

Z

月检出阳性率较低#

%

'

(

'

%*

"

%&

月检出阳性率较高#阳性患儿例数占全年感染患

儿的
5&)*V

$

,,Z

"

55,

&*见表
&

*

表
&

!!

婴幼儿在不同月份的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

月份 检出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V

&

% %(, '' &&)5+

& Z+ %, %5)((

' %5' &' %')&=

( '*' Z* &+)(*

, &%= &= %')&(

+ &%+ &* =)&+

5 'Z5 '% Z)*%

Z ',Z '= %*)Z=

= '=% +* %,)'(

%* +,+ &Z, (')((

%% '+& %%+ '&)*(

%& %+' (( &+)==

合计
'(,= 55, &&)(*

D

!

讨
!!

论

轮状病毒属于呼肠科轮状病毒属#一般人群感染的轮状病

毒可分为
"

'

2

'

6'

组病毒#其中以
"

组最常见#是婴幼儿重型

腹泻的首要病源体*轮状病毒通过粪
A

口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

播(

&

)

*本研究
'(,=

例腹泻患儿中
"

群轮状病毒检测阳性

55,

例#其阳性率为
&&)(*V

#说明轮状病毒是婴幼儿腹泻的主

要病原体之一*婴幼儿感染具有阶段性#以
+

个月至小于
&

岁

患儿的感染率最高#小于
+

个月和
&

岁以上幼儿发病率较低*

近年来#我国一直提倡母乳喂养#对小于
+

个月患儿不同喂养

方式者
"

群轮状病毒感染阳性率进行比较分析#母乳喂养患

儿感染阳性率明显低于人工喂养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

*)*,

&#说明母乳喂养可能降低婴幼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

率#这与国内研究报道一致(

'

)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母乳中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

$

@U

P

"

&在发挥作用#并且母乳中大量的寡

糖和复合糖也具有保护作用(

(A,

)

*同时轮状病毒通过粪
A

口途

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小于
+

个月的婴幼儿运动能力较差#通

过该传播途经感染的概率较小#所以不易感染轮状病毒%而
+

个月至小于
&

岁的幼儿大多采用非母乳喂养方式#同时其运动

能力较前期增强#并且听从意识差#通过感染途经感染的概率

增多#成为了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年龄段*有学者认

为#大于
&

岁的幼儿其机体免疫系统逐渐建立和完善#曾经感

染的幼儿体内还产生了特异性抗体#故感染率开始下降(

+

)

*

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的发生具有季节性#多发于秋冬季

节#所以又称为小儿秋季腹泻(

5

)

*本研究显示#婴幼儿
"

群轮

状病毒感染每月均有#主要集中在
%

'

(

'

%*

"

%&

月#上述月份婴

幼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本文中
%*

"

%&

月为感染高峰期#这与文献(

5AZ

)报道的感染高发时间一致%但

本文中
(

月份也为感染高峰期#这与国内文献报道不一致#这

可能与本地区位于华中地区#而与文献(

5A=

)报道的地理位置

不一样有关%此外#文献(

Z

)研究与温度有关#文献(

=

)研究与湿

度有关#本地区在温度上与文献(

Z

)所报道地区相似#而湿度与

文献(

=

)所报道地区相似*另外#本研究与文献(

%*A%%

)所报道

地区相同#温差相似#但感染流行时间也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分

析的时间'环境因素等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说明每个地区'

每年腹泻婴幼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流行的时间不一样#其影

响因素也不一样*

总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可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平衡紊

乱#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应根据易感人群'流行时间做到早预

防'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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