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焕辉#男#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病毒学与医学检验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V9C?6D

!

E@@%"&

"

!#($E;C

'

!论
!!

著!

"'!0P"'!&

年广州地区儿童流感病毒监测结果分析

陈焕辉!肖密丝!邝间玲!林
!

涛!陈
!

翊#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中心实验室
!

&!'!"'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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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病毒在儿童中的流行特点!为制订儿童流感防治策略提

供科学根据&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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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每周采集该院门诊有流感样症状的患儿咽拭子标本
"'

份!两年共收集标本
"','

份&

标本接种于狗肾细胞"

+ZYQ

%进行病毒分离!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YR

"

]

/YR

%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和分型&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

采集的
"','

份流感样症状患儿标本中!阳性标本
"00

份!阳性率
!!$-.

&

"'!0

年阳性率高峰出现在
"

月和
%

月!

"

月的高峰以新甲型
c!U!

病毒为优势病毒株!

%

月份的高峰以
c#U"

型病毒为主$

"'!&

年阳性高峰出现在
#

月和
%

月&

#

月的高峰以
2

型流感病毒为优势病毒株!

%

月的高峰以
c#U"

型病毒为主&

"'!&

年新甲型
c!U!

基本消失&流感样症状

患儿中以
#

!

%

岁的患儿流感病毒阳性率最高!阳性率为
"&$%.

&结论
!

"'!&

年广州地区儿童流感病毒流行较
"'!0

年更活跃!

流行的流感病毒以季节性
c#U"

型和
2

型为主!存在
4

型和
2

型交替流行现象!而新甲型
c!U!

流行性减弱!

#

!

%

岁的学龄前

儿童是容易被流感病毒的高危人群!应当加强监测&

关键词"流行性感冒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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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流感的季节性流行在全球每年导致
&.

!

!'.

的成年

人和
"'.

!

#'.

的儿童罹患流感)

!9#

*

'流感病毒的抗原很容

易发生变异#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往往不能正确识别变异后的流

感病毒抗原#导致流感容易暴发(流行'流感的大流行对人们

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儿

童是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

0

*

'因此#对儿童开展流感病毒流行

的监测#可以有助于临床医生了解流感病毒在儿童中的流行趋

势#便于家长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对防控流感的暴发流行具有

重要意义'本课题组对
"'!0P"'!&

年广州地区儿童流感病毒

的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旨在为防控儿童流感提供有价值的

数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流感样症状患儿纳入的标准!患儿发病不超

过
#B

#没有服用过抗病毒药物#体温
'

#,m

#伴有咳嗽(咽喉

疼痛(全身疼痛等症状之一)

&

*

'

"'!0

年
!

月至
"'!&

年
!"

月#

每周采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

份流感样症状患儿咽拭

子标本#共
"','

份'

?$@

!

方法
!

标本采集按照.国家流感监测方案$试行&/的标准

执行)

&

*

'从采集到的咽拭子标本立即放在
0

!

,m

冰箱保存#

并在
"0@

接种到狗肾传代细胞$

+ZYQ

细胞&进行流感病毒分

离'具体步骤!

+ZYQ

细胞传代接种在
"0

孔板中#

0,@

内将

咽拭子标本接种于生长良好的
+ZYQ

细胞#每份标本接种
"

孔并置于
##m

二氧化碳培养箱培养#每天观察细胞病变'培

养
-"@

后取上清液#用人
O

型红细胞进行血凝试验'如果血

凝试验阳性#则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YR

$

]

/YR

&进行病毒核酸

检测和型别的鉴定'血凝试验阴性标本用细胞盲传二代后仍

为阴性的丢弃'

+ZYQ

细胞来源于广州市呼吸道研究所并由

本室传代保存#培养细胞的
Z+V+

培养液和胎牛血清为
6̀J9

E;

公司生产'

?$A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采用
[/[[!#$'

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件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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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检测的总体情况
!

病毒分离阳性标本
"00

份#

阳性率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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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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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阳性#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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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0"

份为阳性#阳性率
!#$%&.

'两年间病毒分离阳

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

$

'$'&

&#

"'!&

年

的分离率高#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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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不同年份流感毒株分布

年份
-

阳性$

-

& 阳性率$

.

&

"'!0

年
!'0' !'" ($,

"'!&

年
!'0' !0" !#$-

合计
"',' "00 !!$-

@$@

!

流感病毒的不同季节的型别分布特点
!

"'!0

年流感病

毒分离阳性率高峰为
"

月和
%

月#

"'!&

年阳性率高峰为
#

月

和
%

月#见表
"

'

"'!0

年检出
c#U"

型病毒
#"

株#新甲型

c!U!

病毒
#0

株%

2

型病毒
#%

株%其中
"

月份高峰以新甲型

c!U!

病毒为优势株#

%

月份出现的高峰#优势株转变成季节

性流感
c#U"

型病毒'

"'!&

年检出
c#U"

型病毒
%-

株#新甲

型
c!U!

病毒
!

株%

2

型病毒
-0

株'

#

月份的病毒分离高峰以

2

型流感病毒为主#然后回落到一定的水平#在
&P-

月再出现

一个以
c#U"

型病毒为主的高峰'

,

月份后流感病毒基本上

呈散发状态'各月份之间流感病毒亚型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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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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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流感样症状患儿标本分离病毒的分型情况

月份

"'!0

c#U"

$

-

&

新
c!U!

$

-

&

2

型

$

-

&

标本总数

$

-

&

总阳性率

$

.

&

"'!&

c#U"

$

-

&

新
c!U!

$

-

&

2

型

$

-

&

标本总数

$

-

&

总阳性率

$

.

&

!

月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月
" !0 , !'' "0$' % ' "# ,' #%$#

0

月
! ! % ,' !'$' 0 ' !% !'' "'$'

&

月
! ' " ,' #$, !0 ! ( ,' #'$'

%

月
!& ' ! !'' !%$' "& ' !' ,' 0#$,

-

月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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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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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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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儿童流感病毒感染情况
!

#

!

%

岁的流感样症

状患儿的流感病毒分离阳性率最高#各年龄段之间比较存在统

计学意义$

!

"

\%$-"

#

!

$

'$'&

&'见表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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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儿童不同年龄患者

!!!

流感病毒感染情况

年龄
-

阳性$

-

& 阳性率$

.

&

$

#

岁
!""' &0 0$0

#

!

%

岁
&&' !0! "&$%

%

%

岁
#!' 0( !&$,

A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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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流感病毒根据其核蛋白的抗原性可以分为
4

(

2

(

Y

#

型#其中
4

型抗原非常容易发生变异#几乎每年都会引起较

大规模的流行#给人们生活带来影响'有研究显示我国的流感

暴发疫情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省份#

"''&P"'!#

年南方地区

省份报告的疫情占全国的
-(.

)

0

#

%

*

'地处南方的广州地区是

流感病毒流行的重要区域)

-

*

#所以有必要时常加强流感病毒的

监测'从本研究对
"'!0P"'!&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对

流感样症状患儿的流感病毒检测结果来看#流感病毒的活跃程

度总体情况跟往年相同#

"'!&

年较
"'!0

年略有上升#但比广

州地区
"''(

年新甲型
c!U!

暴发时期监测到的
!($&0.

有所

下降)

,

*

#而且新甲型
c!UD

病毒所占比例已明显下降'

"'!0

年本课题组检测到新甲型
c!UD#0

例#但
"'!&

年仅仅检测到

!

例#其优势株也转变为季节性流感病毒及
c#U"

型'这种情

况可能是因为新甲型
c!U!

自
"''(

年爆发后#经过几年的流

行#毒株可能又发生了变异#毒力变弱所致'新甲型
c!UD

病

毒毒力的减弱导致了季节性流感病毒
c#U"

型和
2

型流感病

毒重新变成了优势株'

流感暴发的季节性特征与其发生的主要场所有较密切的

关系#分析各月份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可以发现#流感病毒的

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0

年阳性高峰为
"

月(

%

月#

"'!&

年阳性高峰为
#

月和
%

月#与已报道的流行特征相符)

(9!'

*

'

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分析结果显示#流感病毒在
#

!

%

岁组的儿童检出率最高#达到
"&$,.

#这和全国病原学监测的

结果非常相吻合)

!!9!#

*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该年龄段的

儿童开始上幼儿园#活动能力大大增强#在社区(商场(公园等

公共场所的活动增多#与不同人群接触的机会大增#因而受感

染概率大增#而且由于幼儿机体免疫力相对较弱#容易相互之

间传染患病'

'

!

#

岁组儿童主要的接触人群就是父母及家

人#以散居为主'对于
%

岁以上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

对流感产生的抵抗力也逐渐增强#与学龄前儿童相比#流感病

毒感染的阳性率也明显降低'加强幼儿园的防护措施#对预防

流感的大流行有重要意义'

"'!&

年广州地区的儿童流感病毒感染以
2

型和
c#U"

型

为主'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
2

型和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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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

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TZT9Y

与
1:

0

呈负相关'其机制

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甲状腺激素暂停应用治疗时#随着
:[c

水平

的升高#

cZT9Y

水平有所提升%总胆固醇(

cZT9Y

以及
TZT9Y

水平均与
1:

#

(

1:

0

呈负相关#药物停用后患者血脂代谢异常

与甲状腺功能减退密切相关'国外也有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

减退可以引起血脂代谢异常)

!!

*

'同样有研究证实#

Z:Y

患者

停药后短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致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升高)

!"

*

#

但这种增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是否与停药后短期甲

状腺功能减退导致的血脂代谢紊乱有关#仍有待后续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来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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