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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桂林地区婴幼儿腹泻的轮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

对于来该院就诊的
*&00

例腹泻患儿粪

便进行
3

群轮状病毒的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统计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

*&00

例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

中!

*&%

例标本的
3

群轮状病毒抗原呈阳性!阳性率
*0+*.Y

&其中
%

*

!

%

岁组的阳性率最高"

%&+0'Y

%!与其他年龄组患儿相比

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

'

*%

月的检出率分别为
%/+*/Y

'

%0+00Y

'

%&+.&Y

!与其他月份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轮状病毒感染在桂林地区婴幼儿中存在较高的检出率!尤其是秋'冬季节及
G

个月至
%

岁年龄段

的婴幼儿&

关键词"轮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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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腹泻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

问题#易导致婴幼儿急诊甚至死亡'

3

群轮状病毒$

(\83

&是

引起婴幼儿非细菌性腹泻*医院内交叉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

体之一#其引起的感染从无临床症状*轻微发病至最后的严重

发病#严重时可引起致命性的肠胃炎*脱水以及电解质失衡等

各种情况#危害到患儿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其生命安全(

*

)

'

因此#掌握当地
(\83

感染的特征很有必要#本研究将
%0*.

年

因腹泻送至本化验室的患儿粪便标本
(\83

检测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以了解桂林地区
(\83

发病情况及其特点#为将来采

取积极预防与治疗措施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采集
%0*.

年
*

!

*%

月于本院就诊的腹泻婴

幼儿粪便标本
*&00

例#包括门诊和住院的腹泻患儿#其中男

G.:

例#女
G/&

例%年龄小于
.

岁'

D+E

!

方法
!

就诊时留取新鲜的粪便标本进行轮状病毒抗原检

测的同时进行粪便常规检查和有形成分镜检'轮状病毒抗原

检测采用免疫层析双抗夹心法#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检测试剂#严格按照临床检验标准操作规程和试剂操

作说明书操作以及结果判断'

D+F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统计采用
"#""*:+0

软件进行#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

$

0+0.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对行
h

列数据进行
!

% 检验有显著意义的部分#进一

步进行两两比对时#

!

$

0+0.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表示

所需检验的次数'

E

!

结
!!

果

E+D

!

轮状病毒抗原阳性检出率
!

%0*.

年
*&00

例腹泻患儿

中#其粪便的轮状病毒抗原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
*0+*.Y

'

E+E

!

轮状病毒感染与患儿性别的关系
!

男性患儿轮状病毒感

染阳性
G:

例#女性患儿
G/

例#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0.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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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腹泻患儿
(\83

检测结果

性别 检测$

)

& 阳性(

)

$

Y

&) 构成比$

Y

&

男
G.: G:

$

*0+%0

&

.0+:G

女
G/& G/

$

F+F.

&

/F+%/

总计
*&00 *&%

$

*0+*.

&

*00

E+F

!

轮状病毒感染与患儿年龄的关系
!

检出轮状病毒感染的

*&%

例患儿中#年龄最小
*O

#最大者
.

岁'将所有腹泻患儿分

为以下几组!

'

G

个月*

%

G

个月至
*

岁*

%

*

!

%

岁*

%

%

!

.

岁

进行统计学分析#其阳性率分别为
/+'%Y

*

*F+.*Y

*

%&+0'Y

*

*0+0:Y

#各年龄组患儿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

:'+/G

#

!

$

0+0.

&#见表
%

'由数据可知#

/

组中#

%

*

!

%

岁组阳

性率最高#为
%&+0'Y

$

/'

"

%0'

&#该组阳性例数在总阳性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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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的构成比也是最高#为
&G+&GY

%其次为
%

G

个月至
*

岁

组#阳性率为
*F+.*Y

$

&%

"

*G/

&#构成比
%/+%/Y

'显而易见#

桂林地区
.

岁以下腹泻患儿
(\83

阳性集中于
G

个月至
%

岁

的患儿#占总阳性例数的
G0+G0Y

$

'0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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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腹泻患儿
(\83

检测结果

年龄 检测$

)

& 阳性(

)

$

Y

&) 构成比$

Y

&

'

G

个月
:'F &'

$

/+'%

&

%'+:F

%

G

个月至
*

岁
*G/ &%

$

*F+.*

&

%/+%/

%

*

!

%

岁
%0' /'

$

%&+0'

&

&G+&G

%

%

!

.

岁
*&F */

$

*0+0:

&

*0+G*

总计
*&00 *&%

$

*0+*.

&

*00

E+I

!

轮状病毒感染与季节的关系
!

统计数据显示#

%0*.

年

*

!

*%

月桂林地区全年均可发生感染'轮状病毒阳性率自
**

月起在冬季呈升高趋势#其最高峰发生在
*

月#阳性率
%/+*/Y

$

&.

"

*/.

&%其次为
**

*

*%

月#其阳性率分别为
%0+00Y

$

%0

"

*00

&*

%&+.&Y

$

%'

"

**F

&%检出率最低的是
'

月#为
*+.GY

$

%

"

*%'

&'将
*

*

**

*

*%

月的检出率与其他月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_FG+%/

#

!

$

0+0.

&'见表
&

*图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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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83

检测结果

月份 检测$

)

& 阳性(

)

$

Y

&) 构成比$

Y

&

*

月
*/. &.

$

%/+*/

&

%G+.%

%

月
'' .

$

.+G'

&

&+:F

&

月
**/ *0

$

'+::

&

:+.'

/

月
F/ G

$

G+&'

&

/+..

.

月
*0& '

$

:+::

&

G+0G

G

月
**& G

$

.+&*

&

/+..

:

月
'. %

$

%+&.

&

*+.%

'

月
*%' %

$

*+.G

&

*+.%

F

月
**/ &

$

%+G&

&

%+%:

*0

月
F: :

$

:+%%

&

.+&0

**

月
*00 %0

$

%0+00

&

*.+*.

*%

月
**F %'

$

%&+.&

&

%*+%*

总计
*&00 *&%

$

*0+*.

&

*00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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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83

阳性率变化

F

!

讨
!!

论

轮状病毒可引起具有很高传染性的病毒性腹泻#其传播途

径较为复杂#主要的传播途径为粪
8

口传播#也可通过呼吸道*

接触传播'其在自然环境中较为稳定#不易被灭亡#容易发生

交叉性感染#因此防控难度大'轮状病毒侵入到患儿肠道后#

于小肠绒毛顶端的上皮细胞复制#导致细胞内发生空泡变性*

坏死#微绒毛肿胀#排列紊乱#受累的肠黏膜上皮细胞脱落#遗

留下不规则裸露病变#使小肠黏膜对水分和电解质的重吸收能

力受损#而肠液于肠腔中的大量积聚引起腹泻'轮状病毒所致

腹泻主要的症状有发烧*腹痛*呕吐#白色米汤样或黄绿色蛋花

样*无血色*有恶臭的稀水样腹泻'近年的研究发现#除危及胃

肠道外#

(\83

还可引发许多其他的疾病#如部分患者可出现

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受损#甚至可通过胃肠道屏障导致心肌炎*

病毒血症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

)

'

本文通过对
%0*.

年桂林地区
*&00

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

进行
(\83

的检测#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
*0+*.Y

'与文

献(

&8/

)报道比较#阳性率下降趋势非常显著#这一趋势与当地

卫生机构对
(\83

防治的重视*轮状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迅速

并应用于临床有比较大的关系#也得益于本院特别重视对病原

流动物品监测管理与隔离的同时#预防和控制儿科病房内
(\8

3

的交叉感染传播(

.8G

)

'从表中分析可知#

(\83

于全年各月

均可发生感染#而且其感染具有非常强的季节性#好发于一年

中的秋*冬季#从
*0

月开始
(\83

感染腹泻病例有增多的趋

势#感染的高峰期发生在
*

*

**

*

*%

月#

%

月
(\83

的感染病例

趋于下降#这一趋势与东莞*兰州等地的大部分报道基本一

致(

:8'

)

'在
*&%

例阳性标本中#男性腹泻患儿阳性
G:

例#阳性

检出率
*0+%0Y

%女性腹泻患儿阳性
G/

例#阳性检出率

*0+**Y

#不同性别腹泻患儿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0.

&#这也与国内大多数的报道基本一致(

F8**

)

'

从各年龄组统计结果分析显示#

'

G

个月*

%

G

个月至
*

岁*

%

*

!

%

岁*

%

%

!

.

岁组腹泻患儿
(\83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Y

*

*F+.*Y

*

%&+0'Y

*

*0+0:Y

#不同年龄组中以
%

G

个月

至
*

岁*

%

*

!

%

岁组的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F+.*Y

和

%&+0'Y

#

%

组患儿阳性率占总阳性率的
G0+GY

#与其他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G

个月*

%

%

!

.

岁组的

阳性检出率均较低#

'

G

个月组阳性率低于其体内依然存在来

自母体的特异性抗体
,

E

<

与其从母乳中吸收分泌性
,

E

3

有

关#这些抗体可以中和轮状病毒#保护婴儿不被病毒感

染%

%

%

!

.

岁组阳性率低则是由于其自身免疫系统逐步建立

和完善#或有既往轮状病毒感染史#体内产生特异性的轮状病

毒抗体#所以感染率较低'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

岁以下婴幼

儿是轮状病毒的易感人群#本文经统计结果分析表明#

G

个月

至
%

岁婴幼儿依然是
(\83

最容易感染的一个群体#应引起医

务人员和患儿家属的重视'目前对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

泻尚没有特效药物#抗菌药物治疗亦是无效#因而轮状病毒活

疫苗的接种是预防和降低轮状病毒感染的唯一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随着卫生状况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桂林地

区婴幼儿感染轮状病毒的阳性率虽有下降趋势#但也不容忽

视#尤其是
G

个月至
%

岁的婴幼儿#医务人员和患儿家属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及早为其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预防轮状病毒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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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抗菌药物提供快速*准确的参考#并且可以扩大药敏试验

抗菌药物选择的范围#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更好地提供参

考'此外#建立该检测方法具有加强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监测的意义'

经抗菌药物处理后的细菌#以
#,

等特定的荧光染料染色#

并通过
a$V

检测荧光强度#可以判断其存活状态#进而推断

V,$

'

#,

属于膜非渗透性荧光染料#价格较低#是
a$"I

检测

理想的荧光染料'

#,

相对分子质量较大#正常情况下不能进

入细胞膜完整的活细菌体内#然而当细胞受损害或坏死*外膜

完整性破坏#

#,

即可进入细胞*嵌入到
723

的碱基对中#并且

荧光强度明显增强'本研究选择
#,

作为荧光染料对
GG

株鲍

曼不动杆菌进行
a$"I

检测#并与常规方法进行比较'药物敏

感细菌因受抗菌药物作用而损伤或坏死#导致细胞膜缺损#可

被
#,

染色'

#,

进入菌细胞内嵌入细菌
723

中'

a$V

检测

时#

#,

在激光的激发下可发出红色荧光$激发光谱
&00

!

&'0

*

//0

!

.'0A1

#发光光谱
.G0

!

G'0A1

&'本研究使用
T#,$"8

c9

型流式细胞仪#激发光为
/''A1

的氩离子激光#仪器中第

&

个光电倍增管能检测
#,

发出的荧光信号$

a9&

&'既往研究

多采用
Va,R

推断
V,$

来反映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但培养

基中颗粒状物质荧光干扰*仪器工作状态等多种因素均可影响

Va,R

#使其欠稳定'本试验选择检测细菌在抗菌药物作用后

#,Y

的变化来推断
V,$

*判断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结果显

示#所有
GG

株被检鲍曼不动杆菌的药敏结果与微量稀释法及

临床使用的
\,ITZ

仪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常规药敏试验细

菌与药物共同孵育培养
%0L

以上才能判读结果#而
a$"I

不

依赖细菌大量繁殖#仅需
.L

左右即可获得结果#大大缩短了

试验时间'并且#由于被测菌与药物共同孵育时间较短#药敏

结果不易受抗菌药物诱导耐药的影响'此外#由于是通过流式

细胞仪逐个测定药物对采集的菌细胞个体生长的影响*了解细

菌的存活状态#

a$"I

还可以检测到细菌群体中具有药敏异质

性的菌细胞'本试验表明#

a$"I

用于鲍曼不动杆菌体外抗菌

药物药敏检测具有快速*敏感的优点'

a$"I

精确*客观#便于自动化和标准化'近年来随着国

内
a$V

在临床检验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相信该技术在快速

细菌药敏试验方面也将发挥其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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