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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急性感染性腹泻病原流行病学研究

在j礼拉 1 侯在文 l 她玉玲 1 董存明 1 闯_j:_群 l 吴素珍 z

刘加学 a 闯爱华‘ 缘徐林E 胡联儒e

提要 1985年4月 "'1988年 1月对宁夏进行腹泻病原流行病学的研究，检出腹泻病原8种，合计检 i坦

率为 4 1. 16侈，检出率列前网位的病原顺次是志贺民菌( 19.59%) 、轮状病毒( 10.07% )、沙门民菌

( 4.76% )和致病性大肠菌 (4.20%) ，合计占检出全部病原的93.85%. 志贺氏菌中B群占80.44份，以

2a为主.沙门氏菌中鼠伤寒沙门民菌占85.71 9&.不同年龄组的检出率为27.21-59.89铃， <1岁组及 50

岁以上组检出率较低 ， 2C"'49岁组检出率最高 (59.89% ) .季节检出率波动于3 1. 25"'50.13% , 以秋

季最高，冬季簸低，各季节志贺民菌均居首位，轮状病莓春秋季俭出:事技高.病原检If! ll恨在性别、回.

汉民族及城乡间无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腹泻流行病学

感染性腹泻是WHO在全球重点控制的疾

病之一，近年来，在我国引起重视，并作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为探讨宁夏感染性腹泻的病原

流1T病学持证，并对防冶暖湾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于 1 9 } 5年4 月""' 1J 8 古年 1 月对者代表性的银

川、灵武、平罗J吴忠阳回原4个市县的医院

门乡及部分切入院捕暖泻患者采枭新鲜粪便进

付 r研究，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边点:银川代表城市，吴忠、灵武代

表银南地区，平罗代表银北地区，固原代表山

区，在各点所辖的医院内、儿科每周各采样3

夭。

二、调查对象:医院门诊、初入院腹泻患

者每天大便3次以上伴有水样便、稀便、粘被

便、腺血便者取新鲜大便，同对填写个案调查

表.

三、检查病原:志贺民菌、沙门民菌、致

病性大场菌( EPEC) 、产毒性大肠菌( ET 

EC) 、侵袭性大肠菌( EIEC) 、空肠弯曲

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民菌、埃尔托型弧菌

( El Tor )、非01群弧菌 (NAG) 和轮状病

毒.

四、检查方法 s采新鲜大使置 Cary-Blair

培养基中3小时内送实验室.志贺民菌v 沙门

民菌、 EPEC、 ETEC、 EIEC、 El Tor 弧菌

及NAG按WHO(( 急性肠道感染的实验室诊断

规程)) (1)，其中ETEC LT!畅毒素测定方法用

平板免疫榕血试验法(2).空肠弯曲菌(简称空

弯菌)及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民菌按《耶民菌

病和弯曲菌病》一书中的方法分离鉴定(3). 轮

状病毒样品置pH7.4磷酸盐缓冲液 1ml中低温

保存，统→用 ELISA直接法检验.

五、标准与措施:制运统一调查方案，正

式实施前培训一周，统一操作规程和方法，统

一订购部分培养基和所用诊断血清.根据工作

情况前往调查点检查工作，除轮状病毒样品由

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统一检验外，各调查点检出

的细菌病原按要求送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共同作

最后检定。

l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银川市，邮政编陆 750Q04，

2 灵武县卫生防疫站I 3 平罗县卫生防疫站I 4 吴忠市卫

等院~沾自 5 圈Il暴卫*防疫站 I 6 银川市第-人民每院.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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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峰、病原捡出'晴、 况: ' ，~." 

1.病原谱 t 检验病原菌毒品1518份，检出
病原7种503株，检出率为 31.099奋，检验轮状

病毒样品904份，检出91份，检出率为 10.07览，

合计检出率为 4 1. 16伪，检出率列前四位的 52

志贺民菌、轮状病毒、沙门民菌和EPEC。分

别占47.06锐、 24.48% 、 J 1. 56伪和 10.21 侈，

这四种占全部病原的9 3 .859奋，见表 1.

袤 1 病原检出率及构成比

病 原
检出旦在 构成比
(1Jf,) (lJfI) 样品数 检 H:I数

志贺氏茵 1618 317 19.59 47 .60 

沙门氏菌 1618 77 4.76 11.56 

巴PEC 1618 68 4. 20 10.21 

ETEC 1618 9 0. 56 1. 35 

EIEC 1618 7 0. '13 1.05 

空弯菌 1618 21 1. 30 3.15 

耶氏菌 1618 4 0.25 0.60 

El Tor 1618 。 。 。

NAG J618 。 。 ， 。

轮状病毒 90'4 . '.、;!J ~. 10.07 24.48 

d目』 计 a 41. 16 100.00 

2.主要菌群型:志贺民菌317株分为4群15
个血清型(包括亚型)，其中A群18株占5.68侈，

.B群255株占80.44%(其中福民2a 124株占B 群

P 的48.63% ), C群4株占1.26Q奋， D群40 株占

12.629奋。沙门民菌77株分为4群10个血清型，

其中A群l株， B群68株，鼠伤寒沙门民菌66株

占B群的97.069奋， C群3株， D群 5 株. EPEC 

68株 11个血清型，其中Ol lO B 14 、 0126 B 1S 各

9株 ;0111B "， OssB6 、 01uB 12各7株 ; 0 2s B s , 

0 12 7 aB 8 、 Ou(L)各6株; 0 8 a B 7 5株 ;012SB 16

4株; 0114B 2株. ETEC 9株，其中7株产生

LT ， 2株均产生LT 、 ST.EIEC7株，其中。"的

H-4株， 0 2D H-2株， 0 luHs 0 1 株.

3.临床诊断与病原检出情况g诊断荆疾418

例，检出志贺民菌 172 株( 4 1. 159奋) ，同时

还检出其他病原5种，占诊断荆疾检出病原的

33.71% ，在诊断为肠炎、腹泻中也检出了包

括志贺民菌在内的其他几种病原，见表2.

4.便次与病原检出情况g 日便次3"-' 、 6"-' 、

10"-'组检出率分别为 36.19% 、 4 1. 46% 和

50.77%，各组志贺民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15.39% 、

19.64伪和 28.36% (χ2=32.37 ， P<O.01) , 
沙门民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2.77% 、 5.779奋和

7.31%(χ2=12.41 ， P<O.OI) ， 轮状病毒

褒2 l临床诊断与州原检出率(% ) 

诊断 样品主立 志京 氏 沙门民 EPEC ETE.c EI EC 宝弯菌耶民菌 EJ T{)r NAG 轮状 合计他出
病毒率(1Jf，)

的 i队

j凶朱

腹泻

J主(也

418 

327 

510 

3G 3 

41.1 5 

11.32 

12. 94 

11. 57 

4. 54 4.31 

1. 53 4 、 28

6.67 4.90 

。 .23 3.03 

0.96 

0.61 

0.20 

0.5 严.;);) 

的检出率分别为 9.84% 、 ).75%和 10.71 % 

(旷=0.26 ， P>0.05) ， 表明志贺民菌、沙

门氏薄的检出率与腹泻便次有关，日便次多的

检出率高，使次少的拉出率低.轮状病毒的检

出率与使次无明雄关系.

。

。 . 6 1

0.5 9 

。 . 55

0.72 。 。

2.75 。 。

1. 37 0.78 。

0.55 。 。

二、流行病学特征:

。

。

。

。

10.40 
(13/125) 

5.71 
(12/210) 

10.57 
{37/350) 

13.24 
(29/219) 

62.08 

26.81 

38.02 

34.72 

1.腹泻者最小年龄20天，最大年龄80岁.

病原检出最小年龄40天，最大年龄80岁.

2.检出病原与年龄的关系:由表 3 可见，

各年龄组的检出率为 27.21 "-'59.89 铃， <1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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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8 示同年龄组病原 检 出率(%)

年〈龄岁组> 志贺氏 沙门氏 EPEC ETEC EIEC 

<1 7.69 5.08 5.63 0.14 0.27 

1 ...... 28.73 3 .98 3 . 4 1 0.71 0.57 

τ~ 40.68 5. 08 

20 ...... 30.10 6.80 1. 94 2.75 0.97 

50 ...... 16.00 8.00 4.00 

及50岁以上组检出率就低， 20"'-'49岁组检出率.

最高.年龄组不同病原种类的主次也不同.

3.不同性别的病原分布 g 不同性别的病原

检出率无显著性差异 (u=0.5007 ， P>O.05). 
4. 四、汉民族的病原分布 g 团、汉民族精

病原谱相同，且均以志贺民菌和轮状病毒为主，

空弯菌 耶民菌 El Tor NAG 病轮毒状 合计〈检出
率%)

。 .14 0.14 8.12 27.21 

2.84 0.14 13.17 53. 55 

6 . 25 52.01 

1. 94 15.39 59. 89 

28 .00 

各病原的检出率经统计检验均P>0.0 5 ， 表 明

回、汉民族的检出率无显著性差异.

5.不同季节的病原分布 s秋季检出率较高，

冬季检出率较低，不同季节病原谱及构成比也

不同，见表4.

6.城乡腹泻病原检出情况 z 城乡检出病原

褒4 不同季节病原检出率与掬成 -比

季节 志贺氏 沙门氏 EPEC ETEC 

春季 13.20 7.20 3.20 

(2 ...... 4月〉 35.11 19.15 8.51 

夏攀 18.85 5.09 5.43 0.51 

(5......7月〉 50.92 13.76 14.68 1. 38 

秋季 25.97 1.75 4.74 1. 05 

(8-10月〉 51.75 3.50 9.44 2.10 

冬季 11.96 9.09 0 . 48 

( 11......1月) 38..46 29.23 1.54 

谱相同，各病原检出率也接近，统计结果均无

显著性差异 (P>0.05).

讨论

本次目标调查10种腹泻病原，检出 8 种，

其中空弯菌、 ETEC及EIEC为首次检出， 未

检出弧菌.调查结果表明宁夏引起腹泻的主要

原因是志贺民菌、轮状病毒、沙门民菌和EPEC.

仅志贺民菌就占47 .60~奋，比检出率高于广西、

湖北ω、河北(5)、安徽〈町等地.低于辽宁(7) 、

兰州地区例，一年四季均居首位.自 1964年至

本次调查志贺民B群一直为优势菌群，且以2a

为主，据此志贺民菌是宁夏防治腹湾的重点.

轮状病毒居第二位，以春、秋季险出率较

EIEC 空穹茵 耶氏菌 EI Tor NAG 22 2且注报

0.68 

1. 83 

0.37 

0.70 

0.48 

1.54 

1.60 。 .40 12.00 37.60 

4.26 1. 06 31. 91 100.00 

6.37 36.93 

17.43 100.00 

2.28 0 . 53 13.44 50.13 

4.55 1. 05 26.91 100 . 00 

1. 91 7 .33 31. 25 

6 .1 5 23. 08 100.00 

高。但有学者指出是以冬季为流行高峰并推测

可能与气温、温度有关。〕。也有报告11月至次

年2月的检出率最高(10)。我们认为宁夏冬季检

出率低的原因可能与冬季多在室内活动，人群

接触机会少有关。

沙门民菌检出率明显高于→些地区，且以

鼠伤寒沙门氏菌为主，我区曾报告在一个乡内

发生人、畜、禽鼠伤寒的流行.国内不少资料

报告过由此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和医院感染的流

行，因此应引起重视。

宁夏城市较小，城市为农村所环绕，人员

来往频繁，接触机会多，可能是城乡病原谱相

同、检出率羞异不显著的原因.回、汉民族杂

居.病原谱相同，检出率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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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临床诊断为荆疾的病例志贺民菌
的检出率为4 1. 15份，仅占检出志贺民薄的

54.25Q奋，表明误诊、漏诊比较多。其原因是

医院的诊断仅依靠临床表现，而不作病原检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对感染性腹泻的研究，
已发现了不少新病原能引起荆疾样综合症【 11 ) 

的临床表现未予以鉴别。

这次调查的对象为就诊的腹泻患者，而在

人群中尚有大量轻型病例或因就医不便而未庭

医者。另外，本调查只检查了细菌与病毒，尚

未开展寄生虫等其他腹胃病原的检查，因此引

起腹泻的病原谱实际上还要更广，这均育待于

进一步探讨.
(本文承蒙宁且正回族自治区卫生仨防疫站硝熊副主佳二至 9i!i

指导，参加丰11协助工作的有韩玉霞、纪少云‘张玉芳.王金

祥.马翠琴.吴惠琴、张桂芳.申卫生、 祁窒章.龚仁秀.

赵~华、徐宁、自 i，Ì( it. i'J~佩兰.外想主. 梁玉菜等，一

并放谢)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Pathogens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in Ning Xia Cui Feng

zhu ,et a l.,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mic Station 

01 NingXia Hui Aufonomous Region , etc 

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patho

gens of diarrhoeal diseases in N ing Xia was re

ported. F. ight g" 且uscs of agents wer~ found in all 

stool spccimens of persons with detectable rate 

of 41. 16 1jÍ1 .Moreover , the most prevalent patho

gens were shighlla ( 19. 59 1jÍ1 ) , followed by rota

viruses ( 10. 07 ljÍ1 ) • salmonella (4.76'" ) .and en

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4.20*). Four 

of them accoun ted f or 93. 邸'" of detectablt 

agents .In addit ion. in shigella B group made up 

80.44"'. and 2a was the predominant agent. 

Simila rJ y S. typhimurium accoun ted for 85.71* 

in samonella. The detectahle rat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ranged f rom 27.21'" to 59.89'‘.It was 

'Was lQw~{ in the grou{>s underone year and over 

fiftl and highest (59.899‘) in t b.e gtoUps aged 

20......49. Regarding seasonal variation. the detec

table rate C1 uctuated ftom 31.25......50.13 惕 .and the 

highest ptevalence was obtained in a l l lffin , 

whereas the lowest in the winter. BJside; , the 

most commonly found agent in any seasons was 

shillega. In spring and autumn rJtavirus wa5 

more f regue1lity found.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ces b~t w.、cn

male and female. Hui and Han people. or urban 

and tural areas in detectable rates of agents. 

Key words Diarthea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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