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8 ±生煎煎瘟芏鲨查!!业生!型堡堑董竖!塑曼!-!』堡Pt!!坐!型，皇坚!!t!!!!，!!l墨生』!堡

杭州地区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

感染流行特点与气象学因素

汪天林 陈志敏汤宏峰唐兰芳 邹朝春 吴利红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阐明杭州地区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流行特点投影晌Rsv感染流行

的气象学因素。方法连续3年对住院肺炎患儿中RsV的检出率进行动态观察．将月平均气温、相

对湿度及雨天分别与月Rsv检出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3年共检测患儿13 642例，RsV阳陆率

为25 8％，其中≤1岁组检出率33 1％．卜3岁组19 7％，>3岁组5 lt玷，各年龄组间榆出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Y2=763 7，P=0 000)。Rsv感染率总体上11月份开始明显增f哥，流行持续到次年的

3 4月份，但每年的流行仍存在差别。雨天与Rsv榆出字之问r=0 32(P=0 066)；相对湿度与

Rsv检出率之间r O 27(P=0 117)；平均气温与Rsv榱出率之间r=一0 83(P=O 000)，RsV

检出率与气温之问的同归方程式：检出率(％)=52 933一l 914×气温(℃)。结论RsV是目前引

起小儿肺炎的丰要病毒。Rsv在≤1岁组感染率最高，年龄越大感染率越低。Rsv在杭州地区的流

行见于冬春季，但存在变化．低气温是导致Rsv感染流行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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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吖wur出】Pneumonia；Resptrato翠syncytf8l virus；(111mate facto碍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是小儿病毒性肺炎最常见的病原体，可引起问

质性肺炎和毛细支气管炎；发展中国家住院Rsv肺

作者单位：310003杭州，浙汀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汪天

林、陈志敏、汤宏峰、唐且芳、郜朝春)；浙江省气候中心(吴利红)

炎患者的死亡率可达7％”。RsV感染流行呈季节

性变化，但各地区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本研究

连续3年对杭州地区住院肺炎患儿的RSv感染情

况进行监测，以确立该地区儿童RsV感染流行特

点，并结台该地区的气象学数据，试揭示影响Rsv

感染流行的气象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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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叭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

31日本院住院肺炎患儿，肺炎诊断参照有关标

准”1。肺炎患者呼吸道病毒学检查均告知家长并获

同意。气象学资料由浙江省气候中心提供。

2方法

(1)设备及试剂：荧光显微镜、80 2离一0机、

)fw_80A旋涡混合器、37℃恒温培养箱，chemicon呼

吸道病毒诊断试剂盒(chemlcon Internation Inc

Temecula，CA IJSA，批号为31lO)。

(2)Rsv抗原检测：①标本收集和处理：由护士

将塑料导管经患儿鼻腔插入7～8 cm达到咽部后吸

取鼻咽吸出物1～2 m1送检，样本置于10～15 ml离

心管中，加入PBs 4～8 ml，用旋涡混合器振荡3～

5 min后，300～500 r／min离心lO mln，弃去上清液，

如果有黏液也一并弃去。沉淀物再加入PBs 4～

8 ml振荡3～5 mjn，300～500 r／min离心10 min，再

次弃去上清液，沉淀物中加入适量PBs，调整至适当

细胞浓度。③细胞片制备：微量吸管吸取上述纤毛

柱状上皮细胞悬液约25“l，点于预先准备好带孔玻

片。室温下空气干燥后用4℃丙酮固定10 min。③

chemic。n免疫荧光试剂染色：25～40 Hl内含伊文斯

蓝的荧光素标记的RsV单克隆抗体滴加于待测标

本上，在37℃孵育30 min后，用PBS／Tween洗片3

次，然后用蒸馏水洗片，风干后用ceU side down(试

剂盒提供)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④阳性结果

判断及对照设定：如果一孔涂片中含有细胞数>200

个，且2％(或5个)咀上的细胞显示有细胞浆内染

色为阳性，即为RSv感染。由试剂盒提供阳性及阴

性对照片作对照。

(3)统计学方法：用sPss 10 O软件进行相关回

归分析及多组比较的Y2检验。

结 果

3年中标本符合要求的患者共计13 642例，男

性8052例，女性5590例。年龄1月龄～13岁。

Rsv阳性例数合计为3515例，阳性率25．8％。其

中≤l岁组8498例，RsV阳性率33．1％；1～3岁组

3062例，阳性率19 7％；>3岁组2082例，阳性率

5 1％。三组比较Y2=764，P=0．000；若>3岁组

OR值为l，则l～3岁组OR值95％cI：3．66～

5 62、≤l岁组为7 54～11 26；若1～3岁组(墉值

为1，则≤1岁组95％a为1．84～2．25。以上结果

提示Rsv在各年龄组问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越小检出率越高。

3年中对RSv在肺炎中的检出率进行了动态

观察，其月度变化以及杭州地区同期气象要素结果

见表1。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连续36个月

中月Rsv检出率(％)、平均气温(℃)、相对湿度

(％)及雨天变化见图1。其趋势图提示，Rsv感染

率呈规律性变化，大致上11月开始明显增高，高感

染率持续到次年的3—4月份，但每年的流行趋势仍

存在差别。

表l 杭州地区200l 2003年主要气象要素和Rsv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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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r=一0．83(P=0．000)，提示平均气温与RsV

感染呈负相关，相关关系大且相关显著。RsV检出

率与气温之问的回归方程式为检出率(％)=

52 933一l 914x气温(℃)(回归系数的￡=8．9，

P=O 000；截距的F 12．8，P=0．000)，代表RsV

榆出率与气温之间回归关系强度的决定系数R 2=

0．7，提示Rsv检出率与气温之间存在直线关系，每

当气温升高1℃，肺炎患者中Rsv的感染率平均下

降1 914％。Rsv检出率与气温之回归直线和Rsv

检出率条件平均值的95％口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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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杭州地区连续3年中月Rsv检出率与

主要气象要素变化

气温(℃)

圈2 RSV检出率与气温的回归直线和Rsv检出率

条件平均值的95％口

讨 论

RsV是引起肺炎的主要病毒。研究表明

25．8％的肺炎由Rsv引起，英国Drummond检测了

136例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的病原，由Rsv

引起者为25％，占所有病毒的64％_'J。Juven等“j

连续3年对245例cAP患儿的病原学进行了研究，

62％有病毒感染，RsV感染率为29％。综合北美和

欧洲的9个研究结果，RsV占住院cAP患儿病原

的20％，并认为住院CAP患儿主要由肺炎链球菌、

Rsv及流感嗜血杆菌引起”3。

Rsv感染年龄越大感染率越低。本组中，≤1

岁组RsV感染率33 1％，但>3岁组仅5 1％。RsV

感染的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在流行高峰期，cAP

中Rsv感染率可达50％以上”‘。本次调查表明，

2002年2月住院肺炎患者Rsv感染率达62-8％，

这提示开发Rsv疫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爱尔兰

Hashmi等““报道用单克隆抗体Palivizumaby预防

Rsv感染安全有效，可使Rsv感染住院减少55％；

7个早产儿用Palivizumaby预防均未发病，但花费

较高，限制其应用。Rsv感染在各地区的流行高峰

并不相同。瑞典经12年的人群评估，Rsv感染每

年有两次季节性变化”1。爱尔兰的Rsv感染高峰

季节在11月至次年的3月“⋯；印度部分地区的流

行高峰在9 12月““。冈比亚连续6年Rsv感染

高发于8一“月的雨季，随后的1997、1998年只有

较少的流行，1999年在同样的雨季没有Rsv流行，

流行发生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10月，其中

2000年3月(干燥季节)及8月各出现一流行高峰。

随后的2年流行又重新回归到热的雨季”1。马来西

亚Rsv感染高峰季节在11月、12月、1月；据报道，

Rsv感染率与该月的雨天数成正相关，与月平均温

度成负相关”o；新加坡Rsv感染高峰季节在3—8

月，其流行变化与高的环境温度、低的相对湿度以及

最大的日温差变化相关”1。

本研究进行了3年的观察，Rsv流行主要发生

在冬春季节，但出现的早晚，持续时间的长短每年仍

有差别，将月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及雨天分别与月

Rsv检出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雨天、相对湿度

与Rsv检出率之问无显著相关。平均气温与RsV

检出率之间呈负相关(r=一O．83，P=0 000)，且

Rsv检出率与气温之间存在直线相关关系，每当气

温升高1℃，肺炎患者中Rsv的感染率平均下降

1．914％。因此，本地区低气温是致RsV感染流行

的主要因素之一。谢健屏，常汝虚⋯1对我国多个地

区Rsv流行季节进行总结，认为越在北方地区，

Rsv流行越在全年最冷的月份。越往南的地区，

Rsv流行越在降水量多的月份。但本研究表明雨

天、相对湿度与Rsv检出率之间无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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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学院隐翅虫皮炎爆发的流行病学调查

曾聪马迎教罗振坤 蒙晓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学院2004年8 9月集体爆发多例皮

炎，经流行病学调查，根据《临床皮肤病学》确诊为臆翅虫皮

炎。发病为三栋新学生宿舍楼，住1468名学生，男956人，

女512人。8月26日发生首例，后陆续增多，8月30日至9

月5口7天内发病23 L例，9月14目流行终止。20天内发病

289例(男230例。女59例)。新楼学生患病率17 8％(262／

1468)，其他楼区患病率O 09％(27／3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Y2=470 6，P<0 0001)。新宿舍区患病男生212例，患病

率22 2％(212／956)；女生50例，患病率9 8％(50／51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35 02，JD<o 001)i发病年龄17～22岁。

新楼一一楼为自行车库，_二至七楼患病率为：5 7％(L6／281)、

12 3％(35／284)、23 9％(67／280)、28 5％(79／277)、22 7％

(46／203)、13 3％(19／1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8 03，

P<O 001)，患病率随楼层的增高发病明显增加。在新建三

栋楼随机抽样300人，打赤膊的226人，患病74例。未赤膊

的67人，患病lO倒(Y2=4 695，P<0 05)，表明在发病季

节，赤膊受隐翅虫侵害的机会多于未赤膊的。患者多数为急

性发作，有较为明显的痒、痛和灼热感，皮炎主要发生在暴露

部位．呈针尖太小的红色丘疹和水疱，排列成条状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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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89)、片状16 9％(49／289)、混台状30．896(89／289)、点

状16．9％(49／289)；皮损分布在头面部31 5％(91／289)、颈

部34 7％(10l／289)、躯干部21．5％(62／289)、四肢12 1％

(35／289)；皮损分布不对称，面积大小不一，红斑上有密集斑

丘疹，水疱及脓疱，红肿明显．与正常皮肤界限分明。将学生

宿舍、草地、菜地、水沟、树林、水田采集的隐翅虫样本置连续

变倍体视显微镜下观察，特征符合黑足毒隐翅虫形态。

结论：隐翅虫在我国分布广泛，7—9月份是隐翅虫繁殖

高峰季节；其体液和生殖器内含有毒素，当虫体在人皮肤上

爬行被捻碎时，毒液与人体的皮肤接触引起皮炎。新建搂房

中新刷白色墙壁和铺瓷砖的地板在灯光反射下，亮度增强，

对隐翅虫有很强的吸引力，爆发前广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

天气，流行期间8月26日至9胃17日平均气温为29～38℃，

平均相对湿度为68％～81％，8月30甘至9月5日发病高峰

期平均气温26～36℃，平均相对湿度为74％～94％。气温

高、湿度大、气压低适合隐翅虫活动。而新宿舍楼周围的水

沟、草地、菜地为臆翅虫的孳生、繁殖、栖息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流行中由学院卫生科采取r环境消毒措施(并无针对性的

杀虫措施)，故可认为流行的终止是自然的终结。

(收稿日期：20{14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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