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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艾滋病感染的流行病学和病毒亚型

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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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明确福建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流行毒株亚型

与艾滋病（&$’(）流行的关系。方法 通过艾滋病监测网络发现全省#$%／&$’(病例，应用核苷酸序

列分析技术确定#$%!"亚型，结合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福建省&$’(的流行状况。结果 截至)***年

底，全省累计 发 现"++例 #$%感 染 者，其 中&$’(,-例（已 死 亡,.例）。经 异 性 性 接 触 感 染 占

/,012，经血途径感染占-0*2，境外感染占110"2，其中在东南亚等国家感染约占+.0"2，境内感染

占.-0-2。1"例#$%／&$’(病例的#$%!"亚型分析表明福建省存在&、3、4和51种亚型，5亚型占

6,0/2（."／1"），均为经异性性接触途径感染；3亚型"60"2（6／1"），主要经血途径感染。&和4亚型

分别为"和)例。5亚 型 基 因 离 散 率 为（")0)1,7.0+-1）2，3亚 型 基 因 离 散 率 为（"*06/)7
)06*6）2。表明福建省5亚型流行株的来源复杂，与感染地点、时间有关。结论 福建省&$’(流行

速度正在加快，病毒感染者主要经异性性接触途径感染，#$%!"流行毒株主要为5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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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福建省发现首例传入性艾滋病（&$’(）

病 例，+年后首次从省内性乱人群中发现了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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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从性乱人群中发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感染者数明显增多，表明福建省&$’(的流

行已从国外感染逐渐转向境内的扩散传播。省内虽

已发现少数经血传播病例和#$%孕妇感染者，但主

要传播途径为异性性接触，经此途径感染地点复杂，

既有东南亚国家，非洲、美国和港澳台地区等，也有

相当数量的境内感染。为了对全省艾滋病流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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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流行毒株的特征有较完整的认识，有必要对

!"#的流行病学资料及病毒核苷酸序列的特点进

行综合研究，以了解本省!"#$%亚型的特点与感染

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监测对象及!"#／’"()确认方法：在全省各

地具备条件的医疗单位，防疫及检疫部门，血站（库）

等单位设立监测点（初筛实验室），采用常规监测及

哨点监测的方法。根据卫生部和省艾滋病监测中心

确定的重点及高危人群的范围，以献血员、回国人

员、外籍人员、性乱者、海员、!"#感染者的密切接

触者及吸毒人员等为对象进行监测。按照卫生部颁

布的《全国 艾 滋 病 检 测 工 作 规 范》要 求 检 测 血 清

!"#抗 体。 血 清 标 本 应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明胶颗粒凝集（,’）等方法进行初筛试

验，凡重复阳性者再用蛋白印迹（-.）试验进行确

认。在血清标本被确定为!"#抗体阳性后，即对抗

体阳性者进行个案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其可能的感

染途径、地点、时间及可能进一步传播的范围等情

况。

/&!"#$%流行毒株及亚型的鉴定：

（%）被检对象：选定0%例!"#／’"()个体，主

要为三部分人员：!本省籍人，有嫖娼或卖淫行为，

感染地点在国内或国外，主要为前者；"外省人，在

我省从事性乱活动的感染者；#!"#感染者的配偶

或性伴。

（/）亚型分析方法：参照文献［%］方法进行。采

集!"#／’"()病例全血分离淋巴细胞，用1,02及

蛋白酶3裂解法提取细胞基因组(1’，选用0条引

物（456$+，456$7，456$8，456$9）进行巢式$聚合酶链反

应（54:$,9;）扩增获取!"#$%9/$#<区的(1’片

段，电泳后切取琼脂糖凝胶上的特异(1’条带，用

=7>4?试剂（="’@*1公司）纯化后用于核苷酸序列

测定。以456$(<A和456$B/为 测 序 引 物，提 纯 的

,9;产物为模板，采用荧光标记末端终止物循环测

序试剂盒（’."公司）进行扩增反应，自动(1’序列

分析仪测序，使用@9@公司序列分析软件对各样品

的序列与国际标准亚型序列进行比较鉴定。

结 果

%&流行状况：从%CDE年%月至/222年%/月

底，全省累积发现%DD例感染者，其中’"()FC例，

已死 亡F<例，近 年 来 发 现 数 较 多，检 出 率 升 高

（表%）。

表! 福建省%CDE$/222年!"#／’"()感染例数年度分布

年度 检测人数 感染例数 检出率（／万）

%CDE$%CC< %D00FG /2 %&2D
%CC0 EDDC% %/ %&F/
%CCF %2%2FE %/ %&%C
%CCG %20CGE %/ %&%0
%CCE %220CC %0 %&<C
%CCD C<E%2 << <&F/
%CCC %%GG2G /D /&02
/222 %0GF2C FE <&DC
合计 C/GGCE %DD /&2<

在%DD例感染者中，男%<D例，女F2例，构成

比为/&EGH%；/2$0C岁年龄组占DE&DI，!/2或"
F2岁分别占/&%I和C&2I。本省籍占%2D例，外省

籍/F例，港澳台胞%2例，华侨<G例，外国人F例。

经异性性接触途径感染为主，占GF&0I，经血途径

（血液制品、静注毒品等）感染占C&2I，其余为不详

（失 访、匿 名 检 测 和 拒 绝 调 查 等）。境 内 感 染 占

<C&CI，境外感染占00&%I，其余为不详；其中在东

南亚 国 家 尤 其 是 泰 国、柬 埔 寨 等 国 为 多，约 占

D<&%I，港澳台地区占<&/I；人群特征方面，境外感

染以偷渡、出口劳务、海员、经商人员和华侨为主，境

内除少数为配偶感染外，多数系多性伴或嫖客、暗

娼。以小学、初中低文化水平居多，职业复杂，既有

工人、农民（出国劳务、经商）和海员，也有干部和教

师等成分。感染者主要分布在省会福州地区，占发

现数的G2&GI，其他依次为泉州、厦门等沿海地市，

闽西北山区地市也已发现病例。

/&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按“材料与方法”中的

条件选择0%个对象。其中男/C例，女%/例，最小

年龄/2岁，最大G/岁，平均（0F&%J%2&%）岁；!"#$
%感染者/D例，’"()%<例。本省籍<C例（其中华

侨G例），占CF&%I，外省籍/例。女性中E例为

!"#感染者配偶或性伴，F例为暗娼或多性伴者。

男性中嫖客%C例，多性伴G例，血途径感染0例。

（/）亚型分析情况：从0%例感染者全血中分离

的淋巴细胞制备的(1’模板，经54:$,9;扩增后，

获得可用于序列测定的!"#$%456基因的目的片

段。将由456$(和456$B引物测序结果进行编辑整

理后，采用引物内侧/0E核苷酸序列，应用K7L4MK和

KN4::O程序进行有关排列和比较，计算出其共享序

·C/0·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2%年%/月第//卷第G期 9A75P*K7Q4R7SL，(4T4RU4N/22%，#SL&//，1S&G

 



列。将所测的各标本的核苷酸序列分别与!个国际

标准亚型（"!#）和其他参考毒株的共享序列进行

比较，并进一步做系统树分析（图$）。结果表明，福

建省%&’($流行毒株存在"、)、*和+,个亚型。

"*-.、)*-.、**-.、+*-.和#*-.分别为"、)、*、+和#
亚型的参考序列，/.()为云南)亚型的参考序列，其余编号分别为

,$例被检对象

图! 福建省%&’($流行毒株的系统树分析

（0）各亚型与感染流行的关系：

"+亚型0$例，占分析总数的123!4，为主要

流行 亚 型，型 内 基 因 离 散 率 较 大，为（$535,26
0378,）4，反映出本型感染的复杂性。其中男5$
例，女$9例。女性中2例为男性感染者的配偶，其

他主要为嫖客、暗娼或多性伴者。感染者中除$例

为外省籍暗娼外，其余均为本省籍人或华侨。感染

地点在境内为$!例，其余为在泰国、柬埔寨、日本等

东南亚国家或港澳台地区感染，本型所有感染者均

为经异性性接触途径感染。

#)亚型1例，占分析总数的$13$4，为第二流

行亚型，型内基因离散率为（$931!5653191）4。其

中男!例，女$例。境内感染,例，主要为经血途径

（受血或血制品）感染，其余0例到过美国，其中5例

有性乱史，$例情况不详。

$*亚型5例，男女各$例，占,374。在新疆

静注毒品$例，另$例可能经性途径感染。

%"亚型$例，占53,4。系在尼日利亚感染的

嫖客。

讨 论

福建省自$811年起性病卷土重来，不仅疫情上

升较快，而且扩散迅速。近几年每年病例数约在$32
万!$3!万左右，$888年则报告为520!5例，推测实

际病例为报告数的2!7倍，其中梅毒发病率为全国

高发区之一［5］。伴随性病发病率的逐年增高，给艾

滋病的扩大流行创造了条件。此外，福建地处东南

沿海，华侨众多，对外交往广泛，外派、劳务出国和

偷渡人员也多，其中少数人在境外尤其在东南亚国

家嫖娼引起感染，入境后再通过性途径传播扩散，

形成在本省内扩大流行的趋势。在所发现的$77例

%&’／"&:;感染者中，只有$,9例的调查资料可以

判断可能的感染途径，其中$50例可判定为经性接

触传播，$1例经血传播，其余,7例“不详”者，可推

测多数系性接触途径感染。仅就$,9例可分析资料

而言，性途径感染已占71384（$50／$,9），因此，估计

894以上的本省%&’／"&:;系经性接触途径感染，

远高于!23,4的调查分析数据。经血途径感染的病

例中，除,例系本省主要由血制品感染外，其他$0
例系在外省感染的病例（外科输血、静注毒品者或地

下血站供血员）。因此，经性途径传播扩散%&’($
是福建省艾滋病流行的主要特点，但%&’($在本省

静注毒品者中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引起高度

重视。

本省%&’传播方式与云南、新疆、四川和广西

等省（自治区）以静注毒品引起的%&’流行有明显

不同，流行的毒株也不一样。上述这些地方%&’($
病毒流行株主要为)亚型，此外也出现少数*亚

型［0(1］，而 我 们 分 析 的,$份 标 本 中，+ 亚 型 占

123!4，)亚型占$13$4，"、*亚型总共才0例。虽

然本省已发现全国首例%&’(5感染者［7，8］，但与全

球绝大多数地区一样，%&’($是本省主要流行毒株，

因此对%&’($亚型的分型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与)
亚型不同的是，+亚型的基因离散率为（$5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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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本省’()*+毒株变异性大的特

点。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本省境外感染主要系在东

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柬埔寨等国。泰国是亚洲太

平洋地区’()流行最早也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

静注毒品人群中主要流行的是,亚型，而经性接触

途径传播的主要是-亚型，从./世纪#/年代末$/
年代初起就向周边国家扩散蔓延［+/*+!］，包括日本在

内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受其流行的影响，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经性接触流行的-亚型也主要是泰国

起源的毒株，经过+/年左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

行及先后不同时间传入我国，其基因变异程度必然

较大；其次经性接触传播是一种散发流行的过程，与

血源性传播造成局部爆发性流行过程毒株变异不

大、序列离散率小不同。因此，本省-亚型流行株

离散率大的原因可能是不同感染地点、不同感染毒

株以及流行时间不同!个综合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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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铁路地区洪灾后传染病发病情况及防治对策分析

王明昕

齐齐哈尔市地处嫩江流域，+$$#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

大洪灾，齐齐哈尔铁路地区（齐铁地区）是全国铁路受灾最重

的地区。全区总人口./万，为了解灾区疫情的变化情况，本

文对齐铁地区灾后.年的传染病（排除计划免疫相关疾病和

性传播疾病）发病情况进行了分析。

+"洪灾前后传染病发病情况：+$$#!.///年发生痢疾分

别为#+、+/!及+/$例，肝炎+33、.!+及.+.例，出血热.、!
及/例。传染病发病率+$$#年为++$／+/万，+$$$年为+2/／

+/万，.///年为+1/"3／+/万。+$$#年和+$$$年发病率间

的差 异 有 非 常 显 著 性（!\%".%1，"!/"/+）；.///年 和

+$$$年发病率间的差异无显著性（!\/"2%/，""/"/3）；

作者单位：+1+///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分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年痢疾发病增长率为.2&，肝炎发病增长率为%$&（乙

型肝炎++&、其他肝炎2+&），并且发生.例霍乱和+例疟

疾。

."讨论：

（+）+$$$年传染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年，特别是肠道

传染病，肝炎发病增长率最高，其次为痢疾，可见洪灾后的传

染病控制重点应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主。

（.）.///年发病率比+$$$年发病率低，但两者间的差异

无显著性，可见灾后防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特别是预防散

发病例的发生。

总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重视灾后传染病爆发往往存

在滞后效应的问题，时刻不能放松灾后防大疫的警惕性。

（收稿日期：.//+*/2*/.）

（本文编辑：段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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