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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广东省5岁以下儿童腹泻病
流行特征及重点病原监测

孙立梅李晖谭小华 方苓邓爱萍莫艳玲何剑峰柯昌文林锦炎

【摘要】 目的探讨广东省<5岁儿童腹泻病流行特征和重点病原监测。方法2012年在

广东省21个地市选择64家医院开展腹泻症状监测，其中14家医院采集<5岁儿童腹泻病粪便标

本，开展霍乱弧菌、志贺菌分离培养及轮状病毒、诺如病毒ELISA、PCR检测。分析52周腹泻病症

状监测数据和1932例<5岁儿童腹泻病重点病原监测结果。结果2012年广东省<5岁儿童腹

泻就诊病例占监测门诊就诊总人次数的O．8％，占监测门诊全年龄组腹泻病例就诊总人次数的

63．5％；以医院为基础报告<5岁儿童感染性腹泻病年发病率为1454．5／10万。全年采集<5岁儿

童腹泻病标本1932份，检测霍乱弧菌均为阴性，宋内志贺菌1例阳性，轮状病毒阳性率为14．1％

(273／1932)，诺如病毒阳性率为16．9％(326／1932)，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合并感染24例(1．2％)。

112份轮状病毒和90份诺如病毒阳性标本测序表明，轮状病毒主要以G1[P8]为主(33．9％)，其

次为G9[P8](25．9％)、G2[P4](12．5％)、G3[P8](9．8％)；诺如病毒以GII．4型为主(76．7％)，并检

出5份G I型和16份GⅡ其他型／变异株，除6月(未开展测序工作)和12月外其余各月均检出

GⅡ．4／2006b型(占50．0％)，GII。4／Sydney 2012变异株于8月首次检出并在12月成为流行优势

株。结论<5岁儿童是广东省腹泻病高危人群，感染的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具有基因多样性。

【关键词】腹泻病；症状监测；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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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et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rrheal disease among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in 20 1 2．Methods 64

hospitals in 21 cities were chosen as the diarrheal syndromic surveillance sites，of which 14 hospitals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etiological surveillance among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including

is01．ion and culture of both V／brio cholera and Shigella as well as nucleic acid detection of rotavirus

and norovirus by PCR．Descriptiv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data from syndromic and etiological

surveillance programs on diarrheal．from 1 932 parents of the children，Results In 2012，the

outDatient aRendance rate on diarrheal among children under 5 years was 0．8％．The proportion of

diarrheal in children under 5-year-olds was 63．5％，among the total number of diarrheal outrIatients at

the outpatient clinics under surveillance program．The morbidity of infectious diarrhea was l 454．5／1 0

million i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A total number of l932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Among these specimens，Vibrio cholera

appeared all negative but one was Shigella positive and proved to be Sh．SOD,nei．The positive rates of

rotavirus and norovirus were 14．1％(273／1932)and 16．9％(326／1932)．Both rotavirus and norovirus

were found in 24 specimens．with a positive rate as 1．2％．11 2 specimens were successfully gene—

sequenced for rotavirus．ofwhich 33．9％as G1[P8]genotype，25．9％as G9[P8 J，12．5％as G2lP4 J

and 9．8％as G3[P8]respectively．90 specimens were successfully gene-sequenced for noroviru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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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76．7％as G II．4 genotype．Genetic subtypes of GⅡ．4／2006b，accounted for 50．0％and could be

detected around the year except for June and December．New G II．4／Sydney Strain——2012 was first

detected in August and became the predominant in December．In addition，5 specimens belonged to

G I genotype with other 16 subtypes of G U．C：onclusion Results from our study proved that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belonged to high-risk group for diarrheal disea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Rotavirus and norovirus were both diverse in terms of genome．

【Key WOrds】Diarrheal disease；Syndromic surveillance；Rotavirus；Norovirus；Genotype

腹泻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0年全

球<5岁儿童死因构成中因腹泻病死亡占一定比

例，其中我国约为3％⋯。近年国内外对儿童腹泻病

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札如病毒等病原感染研究较

多陋圳，但多集中于单一病原。2012年广东省在医疗

机构就诊人群中开展腹泻病症状监测和哨点医院腹

泻病霍乱弧菌、志贺菌、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4种病

原体病原学监测，本文分析<5岁儿童腹泻病流行

特征及重点病原检测结果，为开展感染性腹泻病预

测评估和疾病负担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监测系统：广东省腹泻病监测系统在21个地

市共设置64家哨点医院开展腹泻病症状监测，其中

地市级和县区级医院分别有23家(35．9％)、镇级卫

生院有18家(28．1％)，哨点医院在消化内科(内科)、

肠道门诊、儿科、急诊科收集每日门诊0。岁、5～

岁、≥60岁3个年龄组腹泻病例就诊人次数和监测

门诊就诊总人次数，于每周一通过“广东省急性传染

病监测信息平台系统”上报监测数据。共14家哨点

医院开展霍乱弧菌、志贺菌、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病

原学监测，其中地市级和县区级医院各7家。

2．病例定义：腹泻病例指每日(24 h内)排便≥3

次且具有粪便性状改变(如稀便、水样便、黏液便或

脓血便等)者。感染性腹泻定义为主要由病原微生

物(包括细菌和病毒)及其毒素所引起的、以腹泻为

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肠道传染病。

3．样本采集：开展腹泻病病原学监测的哨点医

院每周在监测门诊至少采集3例<5岁儿童腹泻病

例粪便标本，要求成型便采3～5 g，水样便采集3～
5 m1，一式两份分装送检，其中一份标本用于霍乱弧

菌、志贺菌检测，另一份标本用于诺如病毒、轮状病

毒检测。

4．实验室检测：

(1)霍乱弧菌、志贺菌检测：哨点医院对采集的

腹泻病标本(室温保存)在24 h内开展霍乱弧菌和志

贺菌分离培养鉴定，检验方法依据WS 289—2008霍

乱诊断标准和WS 287—2008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诊断标准。分离的霍乱弧菌和志贺菌阳性菌株接种

于含0．7％半固体琼脂的5 ml螺口血清管中，常温下

按照生物安全要求1周内上送至辖区市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CDC)实验室，经复核后1周内送至广东

省CDC，复核结果均通过“广东省急性传染病监测

信息平台系统”报告／订正。

(2)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检测：哨点医院将采集

的标本冷冻保存，并于每周一将标本运送至辖区市

级CDC检测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采用

ELISA检测，诺如病毒采用荧光RT-PCR检测，每月

5日前将上月检测结果经“广东省急性传染病监测

信息平台系统”报告，并将每月阳性标本和随机抽取

10％的阴性标本按生物安全要求送至广东省CDC，

由后者抽取部分阳性标本进行基因分型，分型结果

通过“广东省急性传染病监测信息平台系统”报告／

订正。

5．统计学分析：监测数据录人采用Excel 2010

软件；统计分析用EpilnfoTM 7软件，率的比较用岔检

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流行特征：2012年广东省腹泻病监测系统64

家哨点医院监测全年龄组腹泻病就诊人次数为

149 163，占监测门诊就诊总人次数的1．2％(149 163／

12 191 365)，其中<5岁儿童因腹泻病就诊人次

数占监测门诊就诊总人次数比例为0．8％(94 763／

12 191 365)，占监测门诊全年龄组腹泻病例就诊总

人次数的63．5％(94 763／149 163)。<5岁儿童腹泻

病就诊病例在7月呈现上升态势，l一2月和10一12

月形成高峰期，且每周腹泻病就诊病例的构成比均

高于>5岁人群(图1、2)。2012年广东省报告<5岁

儿童感染性腹泻病89 567人次，基于医院为基础的

发病率为1454．5／10万。无霍乱病例报告。报告病例

中细菌性痢疾2782例(3．1％)、伤寒203例(0．2％)、

副伤寒74例(0．1％)、其他感染性腹泻86 508例

(96．6％)。

2．重点病原监测：2012年14家哨点医院共监

测<5岁儿童腹泻病例1932例，霍乱弧菌检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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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广东省<5岁感染性腹泻病儿童每周就诊趋势分布

阴性；志贺菌检测1例阳性，菌型为宋内志贺菌。轮

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为14．1％(273／1932)，诺如病毒检

测阳性率为16．9％(326／1932)，其中诺如病毒和轮状

病毒合并感染有24例(1．2％)；轮状病毒在1、ll—12

月检出阳性率较高，诺如病毒感染率以6—10月较

高(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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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广东省<5岁感染性腹泻儿童发病时间分布

图3 2012年广东省<5岁感染性腹泻儿童轮状病毒

和诺如病毒检测阳性率时间分布

(1)轮状病毒：男女童轮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分别

为14．2％(173／1215)和13．9％(100／717)，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Z=1．68，P=O．195)；以13—24月龄儿童阳性

率(20．4％)最高，其次为25。36月龄儿童(16．1％)，

37—48月龄儿童阳性率(7．9％)最低(图4)。轮状病

毒成功测序112份，主要以Gl[P8]为主(33．9％，38／

112)，其次为G9[P8](25．9％，29／112)、G2[P4]

(12．5％，14／112)、G3[P8](9．8％，11／112)(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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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年广东省<5岁感染性腹泻儿童轮状病毒

和诺如病毒检测阳性率年龄组分布

表1 2012年广东省<5岁腹泻病儿童轮状病毒测序分型

P挚—G1—G2型G3 G商4 G9
合计

型 1墨P 7：∥⋯

P4 — 14(12．5)l(O．9)

P6 一 一l(O．91

P8 38(33．9) 一 1l(9．8)

未分型 一 一 一

1(o．9)3(2．7)2(1．8)l(O．9)22(19．6)

一 一 一 一l(O．9、

一29(25．9)6(5．4)4(3．6)88(78．6)

I(O．9) 一 一 一 i(o．9)

合计38(33．9)14(12．5)13(11．6)2(1．8)32(25．6)8(7．1)5(4．5)112(100．o)

注：括号外数据为病毒株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诺如病毒：男女童诺如病毒检测阳性率分别

为16．7％(203／1215)和17．2％(123／717)，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Z=0．06，P=O．800)；以13～24月龄儿童阳

性率(22．6％)最高，其次为25～36月龄儿童

(20．3％)，49。59月龄儿童阳性率(6．6％)最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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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如病毒成功测序90份，主要以GⅡ．4型为主

(76．7％，69／90)，除6月(未开展测序)和12月外其余

各月均检出G lI．4／2006b型(50．0％，45／90)；自8月

检出G lI．4／Sydney 变异株后，9～12月检出份．2012

数逐月增多，12月成功测序的诺如病毒均为GⅡ．4／

Svdney 2012变异株；l一3月检出G I型(5．6％，5／

90，分别为G I．2型1份、G I．4型3份、G I．6型1

份)，2—4月和9—12月检出少量GⅡ其他型／变异株

(17．8％，16／90，分别为GⅡ．e型2份、G 1I．g型1份、

GⅡ．3型4份、G 1I．6型1份、GⅡ．12型3份、GⅡ．13

型3份、GⅡ．16型1份、G 1I．4／2010型1份)，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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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2年广东省<5岁腹泻病儿童诺如病毒

测序分型时间分布

讨 论

2012年广东省开展的基于医院就诊人群腹泻

病症状及霍乱弧菌、志贺菌、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病

原学综合监测显示，<5岁儿童感染性腹泻病发病

率为1454．5／1 0万，该年龄组腹泻病例数占全年龄组

腹泻门诊就诊病例的63．5％，每周腹泻病构成比均

高于>5岁人群，表明广东省腹泻病高危人群为<5

岁儿童，且就诊高峰与感染性腹泻发病高峰均在1

月和10—12月。依据张静和刘民¨1报告社区人群中

0。4岁年龄组两周内腹泻病就诊率达79．88％，采用

广东省统计年鉴2012年人口资料，估算广东省<5

岁儿童感染性腹泻病年发病为12．2万人次，表明感

染性腹泻病是广东省<5岁儿童主要疾病负担之

一。本次监测还提示<5岁儿童感染性腹泻病发病

高峰的贡献主要来自其他感染性腹泻，且以病毒感

染比例较高。

本次监测显示，轮状病毒主要感染对象和流行

高峰与文献报道一致哺1。轮状病毒分型以Gl型为主

(33．9％)，G9、G2、G3型分别占25．6％、12．5％、11．6％，

G4型较少见(1．8％)；P基因型以P[8](78．6％)为主；

G．P组合型呈现多样性特点，流行优势株以Gl

[P8]、G9[P8]、G2IP4]、G3[P8]为主，均属于全球轮

状病毒的主要流行株"1。诺如病毒G II．4是全球流

行较广的毒株⋯。靳淼等阳1研究认为在我国诺如病

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暴发的主要病原之一，其中

G II．4／2006b变异株是流行优势株。2012年广东

省<5岁儿童散发腹泻病例诺如病毒检出率高于轮

状病毒，表明诺如病毒也是<5岁儿童腹泻病主要

病原体。本文中诺如病毒测序分型仍以G II．4／

2006b变异株为主，但自8月首次分离出G II．4／

Sydney 变异株后，到 月在送检样本中全部．2012 12

检测出该型变异株并成为广东省主要流行株。

综上所述，<5岁儿童是广东省腹泻病高危人

群，其发病高峰在1月和10一12月，并以病毒感染比

例较高；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具有基因多样性特点，

8月首次检出GⅡ．4／Sydney 2012变异株并在12月

成为流行优势株。
(本文得到广东省各地市感染性腹泻病监测工作人员的协助，

谨志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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