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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动物市场从业人员!"#!冠状病毒

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鸣 徐慧芳 张周斌 邹晓忠 高阳 刘小宁 鲁恩洁 梁彩云 潘冰莹 吴石均

【摘要】 目的 探讨动物市场从业人员!"#!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危险因素。方法 在

对广州市’家大型野生动物市场从业人员进行!"#!($%&抗体检测的基础上，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

进行!"#!($%&感染的危险因素调查，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资料。结果

经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经营其他畜类（猫、狗）、野生畜类（狸、山猪、黄 ）、其他野生类（蝙

蝠、巨蜥、穿山甲等）、水产类（甲鱼、龟、鳗鱼、蛙等）动物、采购销售等是!"#!($%&感染的相关因素；

经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有意义的因素是经营野生畜类（狸、山猪、黄 ）（!!/0//1）和经营家

禽（鸡、鸭、鹅、鸽子）（!2/0/3），"#值分别为14045、/031。结论 接触狸类动物是该从业人员感染

!"#!($%&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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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是由!"#!冠状

病毒（!"#!($%&）引起的新发传染病［1，4］。香港大

学与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果子狸分离出了与

人!"#!($%&全序列有LLM以上同源性的!"#!
样病毒，3/M（5／4/）野生动物经营者的血样对动物

!"#!样病毒产生中和反应，提示动物市场是动物

!"#!样病毒扩散和转移到包括人等一些新宿主身

上的主要场所［’］。本研究是在对广州市’家大型野

生动物市场从业人员进行!"#!($%&抗体检测的基

础上，着重进行了危险因素专项调查和分析，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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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可能源于动物的假设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0研究对象：4//’年6!P月对广州市’家大型

野生动物市场的从业人员进行!"#!($%&感染及其

危险因素调查。自愿接受危险因素调查的人数P63
名，接受!"#!($%&抗体检测的人数P’3名，两者均

有效的资料P’/份。

40研究内容与方法：

（1）!"#!($%&抗体检测：所有调查对象采集全

血’!6E)，分离血清，检测!"#!($%&（变异株）Q*R
抗体，检测试剂盒（批号4//’/6/’）由北京华大吉比

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检测原理为酶联免疫法，

检测步骤和结果判断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检出阳性

1/6例；在1/6份!"#!($%&抗体阳性样本中取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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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重复试验，用香港大学提供的!"#!$%&’抗原片

进行免疫荧光检测，()份阳性，*+份阴性，阳性符合

率为,-./01。

（*）危险因素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

由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员通过统一培训。

危险因素包括：一般情况、经营动物种类和接触情况

三类共20个因素。个人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

在本市场经营动物时间；经营动物种类分为：家禽

（鸡、鸭、鹅、鸽子）、其他禽类（山鸡、孔雀、鹦鹉等）、

家畜（羊、猪、牛、驴、兔）、其他畜类（猫、狗）、野生畜

类（狸、山猪、黄 ）、其他野生类（蝙蝠、巨蜥、穿山

甲、猴、芒鼠）、蛇类、水产类（甲鱼、龟、鳗鱼、蛙）等；

接触动物情况包括采购销售、屠宰、烹饪、其他及接

触频率（经常3/、有时3*、偶尔32，以偶尔为参比）

等。

/.统计学分析：采用45678建立数据库录入资

料，进行逻辑检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8&9:;<:6回

归分析进行危险因素研究，多因素8&9:;<:6回归分析

中变量的筛选采用进入（4=<7>）法。所有统计分析

均通过统计学软件!?!!22.+进行。

结 果

2.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与!"#!$%&’抗体检测

结果：0/+名调查对象中，男性-(+人（,2.-1），女

性2)+人（*).01）；平均年龄为//.2/岁@A.(0岁；

在野生动物市场从业的平均时间为-.(-年@).2)
年。2+(人!"#!$%&’抗体检测阳性，阳性检出率

20.,1。

*.!"#!$%&’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2）单因素8&9:;<:6回归分析：将所研究的2,个

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8&9:;<:6回归分析，发现-个有

意义 的 相 关 因 素：经 营 其 他 畜 类（猫、狗），!"3
*.+0，为可能的危险因素；野生畜类（狸、山猪、黄

），!"320.*(；其他野生类（蝙蝠、巨蜥、穿山甲

等），!"30.++；水 产 类（甲 鱼、龟、鳗 鱼、蛙 等），

!"3*.0,；采购销售，!"3*.2*。而年龄、性别、

在本市场经营时间、接触家畜、其他禽类等因素则与

!"#!$%&’感染无关（表2）。

（*）多因素8&9:;<:6回归分析：将所有研究的因

素进行多因素8&9:;<:6回归分析，20种因素中，最后

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是经营野生畜类（狸、山猪、黄

）（#!+.++2）和经营家禽（鸡、鸭、鹅、鸽子）（#3
+.+-）。其中经营狸、山猪、黄 的人员感染的!"

值达 到 了2*.*)，表 明 经 营 这 些 野 生 动 物 的 人 员

!"#!$%&’感染的可能性是非经营者的2*倍多；而

经营家禽（鸡、鸭、鹅、鸽子）者的!" 值为+.-2，说

明经营家禽类动物相对不易发生感染。其他各因素

均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表*）。

表! 广州市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感染

危险因素的单因素8&9:;<:6回归分析

因素 ! $"% &’()!* !"值（A(1*+） #值

年龄 B+.+2 +.+2 +.** +.AA（+.A,"2.+2） +.0/
性别 +.+( +.*/ +.+( 2.+(（+.00"2.0,） +.)2
在本市场时间 B+.+2 +.+* +.-- +.A)（+.A-"2.+*） +.(+
家禽 B+./* +.*, 2./0 +.,*（+.-2"2.*-） +.*-
其他禽类 +.-* +.// 2.0/ 2.(/（+.,A"*.A0） +.*+
家畜 +.*( +.// +.(, 2.*)（+.0,"*.-(） +.--
其他畜类 +.,* +.*0 ,./* *.+0（2.**"/.-,） +.+/
野生畜类 *.,) +.*(2*2.,) 20.*(（A.A+"*0.00）+.++
蛇类 B+.*, +.*2 2.0- +.,(（+.-A"2.2(） +.*+
其他野生类 2.,A +.// *A.-2 0.++（/.2-"22.-0）+.++
水产类 +.A) +./* 2+.0/ *.0,（2.-)"-.)-） +.+-
采购销售 +.,( +./( -.02 *.2*（2.+0"-.*/） +.+/
屠宰 B+.(0 +./( *.(- +.(0（+.*)"2.2/） +.22
烹饪 B+./0 +./( 2.+/ +.0A（+./-"2.-+） +./+
其他 B+.** +.*) +.0/ +.,A（+.-0"2./)） +.-*
接触动物频率 (.)( +.+(

有时接触 2.)( 2.22 *.,- 0./(（+.,2"(0.,*）+.+A
经常接触 *.*A 2.+2 (.2( A.A-（2./0",*.2,）+.+*

表" 广州市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感染

危险因素的多因素8&9:;<:6回归分析

因素 ! $"% &’()!* !"值（A(1*+） #值

年龄 B+.+/ +.+* *./+ +.A,（+.A/"2.++）+.2*
性别 +.// +./0 +.)0 2.-+（+.0)"*.)-）+./(
市场经营时间B+.+2 +.+/ +.+, +.AA（+.A*"2.+(）+.,,
家禽 B+.), +.-- /.A/ +.-2（+.2,"+.AA）+.+-
其他禽类 +.*+ +.(/ +.2- 2.**（+.-/"/.-*）+.,+
家畜 +.0A +.(2 2.)2 2.AA（+.,/"(.-(）+.2,
其他畜类 B+./2 +.-0 +.-( +.,/（+.*A"2.)2）+.-A
野生畜类 *.(+ +./,-(.,A 2*.*)（(.A-"*(.-2）+.++
蛇类 +.+* +./( +.+2 2.+*（+.(2"*.+-）+.A-
其他野生类 B+.+/ +.(( +.+2 +.A0（+./*"*.)(）+.A(
水产 +.0+ +.-, 2.0+ 2.)/（+.,2"-.00）+.*+
采购销售 B+.A0 +.)+ 2.-/ +./)（+.+,"2.)(）+.*/
屠宰 2.2- +.(2 (.+/ +./2（+.22"2.+0）+.+0
烹饪 B+.*- +.-0 +.*, +.,)（+./2"2.A-）+.0+
其他 B+.2- +.-) +.+) +.)0（+.//"*.*-）+.,,
接触频率 2.-/ +.-)

经常 (.)0 2*.,++.*2/(*./（+.++"*+.2/）+.0-
有时 ,.++ 2*.00+./+2+A).-（+.++"02.2/） +.()

%&=;<C=< B0.A, 2*.,++./+ +.+2 +.()

讨 论

目前!"#!来源仍是全球最为关注的课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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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广州市!家经营

野生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感染状况十分严

重，高达)*+,-，通过对同一研究收集的资料进行描

述性分析发现，动物市场是"#$"%&’(感染的高发

地，市场从业人员是"#$"%&’(感染的高危人群［.］。

但是，有关动物从业人员"#$"%&’(感染发生的危

险因素是单一，或者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并不明

确。为此，我们对动物从业人员"#$"%&’(感染的

危险因素进行专项调查，并应用/’012314回归分析进

行综合分析。

经现场调查发现，动物市场从业人员经营的动

物种类十分复杂，并且一个“档口”往往同时经营多

种动物，给危险因素的分析带来困难。因此，根据

“档口”经营的动物种类具有一定的聚集性特点，如

鸡、鸭、鹅同时经营等，本研究将危险因素分为家禽、

其他禽类、家畜、其他畜类、野生畜类、其他野生类、

蛇类、水产类及接触动物情况等5类进行分析。

通过单因素/’012314回归分析得到6个有意义

的因素，其中经营其他畜类人员感染的!" 值达

)*+7*，其他.个因素如其他畜类、其他野生类、水产

类、采购销售的!" 值为7+8*!*+88。由于单因素

分析反映的信息较为片面，没有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故在此基础上进行多因素的/’012314回归分析，进一

步筛选"#$"%&’(感染的危险因素。通过进入法，

最终得到的相关因素为经营野生畜类和经营家禽。

其中经营野生畜类者!"值高达)7+75，感染"#$"%
&’(的危险性是非经营者的)8多倍，而经营家禽

者!"值为8+.)，相对于经营其他动物者不容易感

染"#$"%&’(，表明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感

染与经营野生动物畜类动物有重要的关系。对同一

研究资料的描述性分析发现，野生动物市场内各类

人员"#$"%&’(抗体检出率存在着差异，接触野生

畜类动物机会越高，抗体检出率越高，主营野生畜类

动物者"#$"%&’(抗体阳性率高达69+!.-，显著高

于主营家禽家畜类者)6+77-（,／.*）、主营蛇类者

)8+.8-（)!／)76）、经 营 冷 冻 类 食 品 者9+*5-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狸、山猪或黄 是市场

从业人员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而由于

动物市场的经营特点，狸、山猪、黄 等动物往往同

时经营（经统计分析发现经营狸、山猪和黄 两两之

间相关系数在8+,!8+9之间，并且均有统计学意

义），故给按动物探讨感染的危险性带来困难。但通

过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即以上三种动物除了

从果子狸分离出了与人"#$"病毒全序列有99-
以上同源性的"#$"样病毒外，在山猪和黄 等动

物体内均未检出"#$"样病毒［!］，综合分析表明接

触狸是动物从业人员感染"#$"%&’(的危险因素，

而山猪和黄 是可能的混杂因素。然而除了狸类动

物以 外，是 否 还 有 其 他 的 动 物 是 动 物 从 业 人 员

"#$"%&’(感染的来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感谢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统计与流行病学教研室在

读硕士研究生顾菁同学给予帮助，感谢参与过此项工作的所

有同仁）

参 考 文 献

) :;’23<=&，>?=3@<;"，A;<12<;B，<3C/+DE<=31F14C31’=’FC=’G</

4’;’=CG1;?21=HC31<=32I13@2<G<;<C4?3<;<2H1;C3’;J2J=E;’K<+L

M=0/NO<E，788!，!.5P)9*,%)9,*+

7 Q21CR<ST>，M;EKC=:，>’/E2K13@&"，<3C/+#=’G</4’;’=CG1;?2

C22’41C3<EI13@2<G<;<C4?3<;<2H1;C3’;J2J=E;’K<+LM=0/NO<E，

788!，!.5P)96!%)9**+

! >?C=U，V@<=0WN，X<UY，<3C/+D2’/C31’=C=E4@C;C43<;1RC31’=’F

G1;?2<2;</C3<E3’3@<"#$"4’;’=CG1;?2F;’KC=1KC/21=2’?3@<;=

&@1=C+"41<=4<，788!，!87P7,*%7,5+

. 徐慧芳，王鸣，张周斌，等+广州市野生动物批发市场从业人员

"#$"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788.，

!,P5)%5!+
（收稿日期：788!%89%75）

（本文编辑：张林东）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本刊要求作者提供!"#$%地址的通知

为提高本刊刊出文章的时效性，缩短文稿的刊出时滞，避免稿件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本刊编辑部决定，请作者在投稿时

务必提供有效的MKC1/地址，本刊编辑部将根据情况采用MKC1/与作者联系。

本刊编辑部

·686·中华流行病学杂志788.年*月第76卷第*期 &@1=NMH1E<K1’/，N?=<788.，(’/+76，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