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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州市人群渊血清IgG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杜琳 邱季春 王鸣 周端华 刘小宁 高阳 刘于飞 狄飚 何丽娟 泰鹏哲

刘维斯 周秀珍 潘冰莹 邹晓忠 徐慧芳 莫荣森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非典型肺炎人群血清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崾s)冠状病毒

(Cov)IgG抗体的基本特征及有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集恢复期SARS、非&气RS肺炎患者及SARS

患者家庭密切接触者、野生动物、蔬菜销售者、社区对照人群的血清标本，用ELISA方法检测血清中

sARSCovIgG抗体，并对SARS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上述人群中，fl缶床诊断为sARS患者

SARSC0v IgG抗体检出率最高，为53．7％，野生动物销售人员次之，为16．7％，社区普通人群为

0．9％。在临床诊断的SARS患者中，可溯源病例抗体阳性率为90．4％，高于不可溯源病例的抗体阳

性率为19．6％；且可溯源病例中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抗体阳性率低于中青年组，而不可溯源病例中不

同年龄组患者抗体阳性率无差异；不同性别sARS患者的IgG抗体检出率也元差异；&幔S抗体检出

率呈逐月降低的趋势。结论SARS临床诊断病例的血清SARSCoV IgG抗体检出率只有53．7％，剔

除患者年龄、使用激素、试剂盒等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存在I临床误诊的可能；实验室检测与流行病学

调查相结合可明显提高&堰S患者诊断的准确性；sARSCoV存在隐性感染的可能，其在病毒传播过

程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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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觚t】 objective To probe b100d serum Ab—IgG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patients in Guangzhou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Methods The serum of such

population diagnosed as SARS convalescent patients，non—SARS patients，family consanguineous contraction

persOns， wild animal and vegetable salesman and community common people was collected． The lab

detective method of ELIsA waS adopted for these serum samples．And the epidemic inveStigations for the

SARS patients were also ca谢ed out．R嚣ults Of these populations，the detective rate of Ab—IgG for the

clinic diagnosed SARS patients，which was 53．7％；That for the wild animal salesman and community

common people were 16．7％and 0．9％，respectively．Anlong the clinic diagnosed SARS patients，the

positive antibodv detective rate was 90．4％fof those which had specific oontact history or infectivity，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for other population．Among the specific contacthistory or infectiVity cases，the

antibody positive rate for the young and the 01d was lower than that for the adult．IⅥeanwhile the difference

did not exist among other cases．The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as identicaI between the maIe and the femaIe．

And the antibody detective rate was decreased by the month．Concl砸ion As a whole SARSCoV Ab—IgG

detective rate for the clinic diagnoSed SARS patients was 53．7％only．The reaS0ns for that mainly lie in

the wrong clinic diagnoSis besideS these factors such as age， homone use and reagent and so on． The

combination of lab detection results and印idemic investigation was pr(巾itious to the diagnosis veracity．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sub—clinic infection of SARSCoV virus．The importance in the virus transmitting

course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棚jd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CoV；Antibody；serum印idemiology

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乳螺S)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冠状

作者单位：510080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娘sc。V)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2003

年3月24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报道了

来自中国香港和泰国的2例患者经细胞培养分离鉴

定一致的&螺SC∥1|。在国内，军事医学科学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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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北京市和广州市2例死亡的&娘S患者肺组织

中分离出&娘SCOV，并以此病毒为抗原建立了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方法，定性检测人血清或

血浆中sARSCOV抗体。基于感染者血清中存在

sARs特异性抗体的假设，我们对广州地区有关人群

血清进行了SARSCOV IgG抗体调查。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广州市6类人群血清进

行SARS抗体实验室检测。

(1)临床确诊SARs病例：按照卫生部统一的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采集临床确诊

的581例SARS病例出院后的康复期血清进行实验

室抗体检测，采集时间为2003年5月下旬。同时对

其人口学特征、接触史及传染性进行调查。

(2)普通人群：按与临床诊断病例性别相同，年

龄相差5岁以内，居住在同一社区范围内的普通

人群。

(3)非SARs肺炎病例：临床初步诊断为疑似

SARS，但其后被排除而诊断为其他型肺炎患者。

(4)SARS患者家庭接触者：指14天内曾与

SARS临床确诊病例有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5)野生动物销售人员：来自三个野生动物

市场。

(6)蔬菜销售人员：来自一个蔬菜市场销售

人员。

2．实验方法：实验室检测试剂采用北京华大吉

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SARS—CoV抗体

(IgG)检测试剂盒，实验室方法为ELIsA，操作和结

果判定按说明书进行。

3．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MicoSoft Office Excel

2000建立数据库，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不同人群SARS抗体检测结果：临床诊断为

SARS患者康复期血清SARS—CoV抗体IgG检出率

最高，为53．7％，野生动物销售人员次之为16．7％，

社区对照人群为0．9％。各人群SARS抗体阳性率

总体上差异有显著性(Y2=523．0，P<0．001)。非

SARS肺炎病例、蔬菜销售人员和普通人群抗体阳

性率差异无显著性(Y2=2．0，P>0．05)，见表1。

2．不同流行病学史临床诊断SARS患者抗体检

测结果：经流行病学调查，581例临床确诊SARS患

者中280例患者病前有明确接触史或具有传染性

(可溯源病例)，这类人群SARS—CoV抗体IgG阳性

检出率为90．4％(253／280)；另30l例患者经调查无

明确接触史或传染性(不可溯源病例)，这类人群

SARS—CoV抗体IgG阳性检出率为19．6％(59／

301)。两类人群SARS—COV抗体IgG阳性检出率

差异有显著性(Y2=292．0，P<0．001)。

表1 2003年广州市不同人群血清SARs抗体检测结果

3．不同性别临床诊断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

况：考虑到性别可能是可溯源病例人群和不可溯源

病例人群抗体阳性检测率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在

两类人群中按性别分层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结果提

示在临床确诊SARs病例中，不论可溯源病例组还

是不可溯源病例组，男女患者SARS抗体检出率差

异均无显著性(表2)。

表2 两组人群性别分组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况

*f‘o．007，P20．933；*’f2 3．229，P3 o．072

4．不同职业确诊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况：不

同职业人群SARS患者抗体检测结果见表3。统计

分析发现，同一职业人群不同流行病学史的SARS

确诊患者抗体阳性检出率有差异。，在可溯源患者

中，不同职业SARS抗体检出率不同，医务人员检出

率较高，达92．7％，学生、离退人员检出率较低；而在

不可溯源病例中，不同职业人群抗体检出率差异不

明显。

5．不同年龄组确诊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况：

280例可溯源病例中不同年龄组SARS抗体阳性检

出率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较中青年组低(P=

0．001)；而不可溯源病例中，不同年龄组患者抗体阳

性检出率无差别(P>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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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职业确诊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况

*f=40．107，P=o．ooo；**f=15．086，P=o．302

表4 不同年龄组患者&幔S抗体检测情况

年龄组
(岁)

有接触史或有传染性+ 无接触史及无传染性一

例数阳性例数阳性率(％)例数阳性例数阳性率(％)

U～ 13 lU ‘76．9 35 17 20．O

20～ 203 189 93．1 129 26 20．2

40～ 51 47 92．2 81 20 24．7

60～ 13 6 46．2 56 6 10．7

合计。280 252 90．0 301 59 19．6

”f
2
26．984，P20．001；*。x2=4．167，P=o．244

6．不同月份SARS患者抗体检测情况：表5显

示，1～4月份SARs抗体检测的病例数占当月所发

病例数的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约45％左右，但各

月份抗体阳性的比例呈现逐月降低趋势。

表5 不同发病月份SARS患者抗体检测结果

讨 论

一般认为SARS—CoV感染者体内应该存在特

异性SARS．Cov抗体‘1|。因此，如果SARS患者恢

复期血清中未检出抗SARS．CoV抗体，可能原因在

于所确诊的SARS病例主要靠临床症状或体征进行

诊断，不可避免存在不少非SARS肺炎病例误诊为

SARS病例的情形；或者患者在采样时还未产生相

应抗体或产生了抗体但未达到能检出的水平；抑或

因为所采用的检测试剂盒本身存在假阴性情况。

本调查发现在可溯源病例中sARs—Cov抗体

阳性率达90．4％，明显高于不可溯源病例的抗体阳

性率，仅为19．6％，按性别分层后亦显示在可或不可

溯源病例中男女SARS抗体阳性检测率没有差异，

提示性别并非抗体检出率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剔

除采样时间或检测试剂的影响后，提示广州市临床

确诊的sARS病例中存在临床误诊病例。结合广州

市不同月份SARS患者抗体检测结果，SARS疫情

流行初期，抗体阳性检出率较高，随着疫情发展，临

床诊断的SARS病例抗体阳性率呈现逐月降低趋

势，亦提示在疫情流行的后期，有相当一部分非

SARS病例被误诊为SARS，这可能与不同医院的诊

断水平、检测手段以及当时全国以至全世界严重的

SARS流行环境有关，因此有必要对所确诊的SARS

临床病例加以核对、审查和订正。目前已有学者对

广州市SARS病例经严格的考证之后认为广州市有

三成的SARs病例为非SARS病例心1，这与本次研

究结论相符。

分析发现，可溯源病例中离退休人员抗体阳性

率仅为33．3％，明显低于其他职业人群的抗体阳性

率，同时，可溯源病例中不同年龄组SARS抗体阳性

率也表现为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较中青年组要低。

这可能是由于年老及年幼者免疫反应强度较中青年

者差，不能正常产生抗体造成的，因此年龄可能是

SARS抗体产生与否的～个影响因素；另外据报道

临床上对SARs病例的治疗普遍采用了激素∞]，如

果采样时机不合适也影响SARS抗体阳性检出率。

可溯源病例中SARS—COV抗体阳性率达

90．4％，表明采用SARS—CoV抗体IgG检测试剂盒

检测患者抗体的结果若与患者的流行病学史相结

合，可明显提高SARS患者的诊断准确性。

本次调查发现，确诊SARS患者家庭密切接触

者SARS—CoV抗体阳性率达10．4％，提示人群

SARS—CoV中存在sARS—CoV隐性感染的可能，隐

性感染者在sARS流行中所起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野生动物销售人员的SARS～Cov抗体检出率

达16．7％，余德文等¨o的进一步调查还发现一些动

物如果子狸的销售者sARS—CoV抗体检出率更高

达72．7％，同时有学者也发现人类感染的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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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物中的冠状病毒有较大的同源性”]，提示

SARS病毒的动物源性，但SARS病毒究竟是动物

传播给人类还是人类传播给动物目前还尚无定论，

需要进一步探究。

(感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卅I市各区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及白云区石井镇卫生院等参与此项工作的工作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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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胆结石症的流行特征分析

徐斐殷晓梅张敏 梁亚琼

相关的临床医学方面的研究表明，胆结石症的人群患病

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南京地区的已知胆结石症现患

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分析。

1．对象与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全

市共抽取45个行政村／居委会，年满35周岁并在当地居住满

5年的常住人员。胆结石症的相关信息使用“基线调查”表；

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当调查对象表示患有某种疾

病时，被要求出示一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使用Epi Info

6．04软件进行数据的双份录入、整理；SPSS 10．0软件进行数

据的分析。

2．结果：调查32 568人，有效表格29 458份，调查合格率

90．45％。表1显示全市胆结石症总现患率为4．21％，其中

城区为5．61％，乡村为1．26％，二者间差异具有显著性(x2=

281．87，P<0．001)；女性的患病率(5．48％)显著高于男性

(2．92％)，Y2=109．98，P<0．001。年龄分布如表2所示，在

55～岁组，样本人群胆结石症的患病率增加最多，达1．75个

百分点；从75～岁组开始，患病率由增加转变为下降。职业

分布中体力劳动人群胆结石症患病率为2％，服务业人群的

现患率为2．63％，而办公室人群则为7．82％，显著高于其他

二组人群的患病率。汉族与非汉族人群胆结石症的现患率

没有差异(4．20％佻．5．04％)。随着样本人群文化水平的

提高，胆结石症的罹患率也不断增加，低于高中者、高中(中

专)和大专以上人群胆结石症患病率分别为3．16％、4．81％

和8．51％。分析同时显示BMI大的人群，胆结石症的患病

率较高，肥胖者的患病率为7．47％、超重者为5．30％、而体重

正常者仅为3．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O．001)。

3．讨论：南京地区的已知胆结石症的患病率达到

4．21％，女性比男性、年龄大的比年龄较轻的人群胆结石症

患病率较高，这与国内其他相关报道一致，同时本研究显示

作者单位：210003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

·疾病控制·

文化程度较高和BMI较大的人群也易罹患胆结石症。这可

能是由于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较少，而肉、蛋、奶和水产品摄入

量较多，从而导致胆汁胆固醇过饱和，胆固醇结晶析出而形

成结石。由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食物谱正在低碳水化合物

而高蛋白和脂肪化，这可以部分解释肥胖者易于罹患胆结石

症。从事办公室工作往往体力活动不足，容易导致超重或肥

胖，因而也就容易罹患胆结石症。城区居民的患病率显著高

于农村地区人群，胆结石症的人群预防一方面应当从健康饮

食入手，多食用碳水化合物，少食用高蛋白质和高脂肪的食

物，同时还应该积极增加体力活动、控制体重。

表1 南京地区已知胆结石症患者的地区、性别分布

*调整后的患病率比

表2 南京地区已知胆结石症患者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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