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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广州市大学城 ZD 大学暴发国内首起诺如

病毒 GⅡ.4 Sydney 2012 变异株感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疫

情［1］。2个月后该地区其他 4所高校（HS、HG、GD、GG）和 1

所中学（GDFZ）相继又出现暴发。为此本文分析两次疫情间

的连续关系。

1. 对象与方法：本文病例定义为自2013年1月1日以来

该大学城辖区内具有呕吐（≥2次）或日均腹泻≥3次或同时

伴有呕吐和腹泻（不限次数）症状之一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居

民［1］。通过大学城医院和学校门诊部日志、教务部门和卫生

站进行病例搜索。采集学校食堂剩余食物、环境样品及病

例、厨工呕吐物和肛拭子等标本，采用酶标方法检测诺如病

毒、星状病毒、轮状病毒和腺病毒抗原；利用荧光 PCR 及

RT-PCR检测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核酸；采用PCR和细菌培

养检测食物中毒常规致病菌［1］。对学校食堂、校外小食店、

宿舍、小卖部、水源、外环境等开展现场调查和访问学校管理

人员。采用Excel软件整理数据，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

2. 结果：共搜索到652（男性353、女性299）例。1月8日

ZD 大学发现首例病例，疫情维持 11 d 后未再发现新病例。

3 月 4 日疫情再次从 HS 学校开始，之后相继在 HG、GD、

GG、GDFZ 学校出现，于 18－20 日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4

月 3日后未再出现新病例，疫情持续 31 d，为该地区第二波

疫情。病例中学生占 96.5%（629/652），罹患率为 0.6%（629/

105 093）；教师占 0.05%（5/10 376）；学生与教师罹患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52.378，P＜0.001）。其他为校食堂厨工

15例、医务人员1例、酒店员工1例、校外职员1例，未发现该

地区内居民出现类似症状。

ZD 大学检出 9 例诺如病毒核酸（GⅡ型）阳性，其中 3

例学生确定为 GⅡ.4 Sydney 2012 变异株；A 餐厅检出 8 例

无症状厨工诺如病毒核酸（GⅡ型）阳性，其中 1 例确定为

GⅡ.4 Sydney 2012变异株。HS学校检出11例厨工诺如病毒

核酸（GⅡ型）阳性，其中 3例确定为GⅡ.4 Sydney 2012变异

株；另5例学生诺如病毒（GⅡ型）检测阳性。HG学校检出22

例学生诺如病毒核酸（GⅡ型）阳性，其中 2 例确定为 GⅡ.4

Sydney 2012变异株。GDFZ学校检出 1例学生诺如病毒核

酸（GⅡ型）阳性并确定为GⅡ-6型。GG学校检出 4例学生

诺如病毒核酸（GⅡ型）阳性，其中 3例确定为GⅡ.4 Sydney

2012变异株，1例确定为GⅡ-6型。GD学校 5例学生诺如

病毒核酸（GⅡ型）阳性。3月 11日在HS学校环境标本中检

出 2份（B餐厅值班室洗手间、餐厅厕所蹲坑）诺如病毒核酸

（GⅡ型）阳性，饮用水未检出诺如病毒核酸。自 5个学校病

例共获得 15份诺如病毒多聚酶区部分基因序列，其中ZD、

GG、HS、HG 4 所学校 GⅡ.4 Sydney 株核苷酸同源性为

97.28%～100.0%（图1）。

此次疫情在1月首发于北部地区的ZD大学，平息之后，

再由北向南蔓延至HS、HG、GD学校；经过约1周，继续向南

蔓延至GDFZ和GG学校。推测ZD大学的疫情为带病毒厨

工在食品制作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污染食物而导致［1］。HS学

校疫情早期 11例B餐厅厨工出现症状，推断早期学生病例

可能为通过餐厅的食源性传播途径。HG 学校疫情早期的

15例同学出现症状，推断为共同进食受污染的自制三明治

引起。

3. 讨论：大学城学校聚集且人群密集。近 10年来广州

市大学城时常发生较大规模的疫情，对疾病预防控制带来压

力和难度。2013年初该大学城一所高校发生我国首起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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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GⅡ.4 Sydney 2012 变异株暴发疫情［1］，疫情虽得到控

制，但2个月后开学的1周内，疫情由北向南蔓延至其他5所

学校。对早期3起聚集性疫情调查，提示在疫情早期食源性

传播可能起到重要的板机效应，迅速将病毒扩

散开，随着疫情进展，逐渐转变为食源性和接触

等多种途径传播的方式。对控制学校疫情可采

取停课和利用假期以减少人群密度，降低新发

病例数量达到控制疫情效果［2-4］，但对于一些可

在环境内或少数个体中维持存活的病原体而

言，复课或开学后可能会再次引起疫情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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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ZD ○GDFZ ◆HS ▲GG □HG

图1 广州市大学城5所学校诺如病毒RNA多聚酶区

核苷酸序列种系发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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