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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将 319名受隐性感染机会较少的 5～ 18月龄的婴幼儿分为两组 ,分别接种乙型脑炎 (乙

脑 )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经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其血清抗体发现 ,免疫前血清抗体仅有 3. 76%

阳性。基础免疫后 ,两种疫苗的抗体阳性率分别增加至 59. 56%和 56. 08% ,但尚不能达到保护性水

平。 1年后加强注射 1针 , 1个月后阳性率分别增加至 94. 62%和 98. 21% , GM T也明显增加 ,半年

后 ,阳性率改变为 72. 34%和 94. 74%。 减毒活疫苗在加强免疫后的免疫效果及持久性明显高于灭

活疫苗。 根据观察结果认为 ,乙脑灭活疫苗免疫 ,应基础免疫两针 ,间隔 7～ 10天 ,第二年加强免疫

1针之后 ,间隔 1年再加强 1针。减毒活疫苗基础免疫 1针 ,第二年加强 1针 ,经 4～ 5年后再加强注

射。由于减毒活疫苗高的免疫效果 ,较少的接种次数以及较高的安全性 ,适宜于广大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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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muno-Effects of Two Diff erent Japanese Encephalit is Virus Vacc ines Guo Wan -

shen* , L i L incun , Wu Zhenyi , et al. * Health and Anti -epidemic Center of Henan Prov ince ,

Zhengzhou 450003

Abstract　 319 infants ag ed 5-18 months w ere divided in to 2 g r oups and immunized with

Japanese encepha litis vir us inactiv ated vaccine and liv e a ttenua ted vaccine respec tiv ely. Under the

detection o f serum antibody , a 3. 76% serum antibody positiv e rate was r evealed befo re th e immu-

nization. However, after the basic immuni zation the serum positiv e r ates o f the tw o vaccines reach ed

59. 56% and 56. 08% respectively but still under the pro tectiv e lev el. The infants wer e then giv en

boo ster injec tion one year later. The serum positiv e ra tes r eached 94. 62% and 98. 21% respectiv ely

1 month la ter. When six months after the boo ster immunization, the positiv e r ates w er e 72. 34%

and 94. 74% respectiv ely. According to the r esult, the fo llow ing immunization o rder was r ecom-

mend. Fo r inactiva ted vaccine: 2 injec tions ar e giv en w ith an interv al o f 7-10 days fo r basic immu-

nization and boo ster immunization be giv en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s. Fo r liv e a ttenua ted vac-

cine: one injection is giv en fo r basic immuniza tion then booster dose be giv en in the second yea r and

4-5 year s later.

Key words　 Japanese encepha litis　 Inactiva ted vaccine　 Live at tenuated vaccine　 Positiv e

r ate

　　乙型脑炎疫苗接种已长时间地运用于流

行性乙型脑炎 (乙脑 )的预防 ,尤其是乙脑灭

活疫苗预防儿童发病的作用已得到普遍证

实。近年减毒活疫苗又大量生产供应 ,其免疫

保护作用、抗体消涨情况、接种的安全性与灭

活疫苗有何异同等问题 ,国内无系统详细报

1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　郑州 450003
2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防疫站
3　河南省西华县卫生防疫站

道。为此 ,我们对乙脑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的免疫效果进行了两年的连续观察 ,以摸清

该疫苗的免疫作用 ,使之更好地应用于人群 ,

保护广大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材料与方法

　　一、疫苗:乙脑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均

为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 ,批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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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941025、 950107-1。

二、观察对象的选择及疫苗接种方法: 选

河南中部的郑州市金水区、西南部的邓州市

和东部的西华县为观察点 ,各点分别随机抽

取 100余名共 319名 5～ 18月龄无乙脑疫苗

免疫史的健康婴幼儿为观察对象。

将观察对象分为两组 ,一组接种乙脑灭

活疫苗 ,一组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各观察对

象均于第一年的 4月中旬进行基础免疫 ,方

法为灭活疫苗皮下注射两针 ,每针 0. 5m l,间

隔 7～ 10天 ; 减毒活疫苗皮下注射 1针 ,

0. 5ml。第二年的同时期再加强免疫 1针 ,方

法为两种疫苗均皮下注射 0. 5ml。

各观察对象均于基础免疫前、免疫后 1

个月、免疫后半年、 1年 (加强免疫前 )、加强

免疫后 1个月以及半年采静脉血 3ml ,分离

血清 ,待检。

三、抗体检测方法: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 IF)测血清抗体 ,≥ 1∶ 10判为阳性。抗原片

购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荧

光抗体购自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结　　果

　　一、免疫前儿童的免疫状况:经检测两组

儿童免疫前的抗体水平发现 ,全部 319名婴

幼儿免疫前的抗体阳性率仅为 3. 76% ,灭活

疫苗和减毒活疫苗抗体阳性率 ( 4. 38% 、

3. 33% )差异无显著性 (χ
2
= 0. 15, P >

0. 05) ,抗体滴度均为 1∶ 10。

　　二、免疫前后抗体水平的动态变化:由表

1可见 ,基础免疫后 ,两组的抗体阳性率均迅

速增加至近 60% ,抗体滴度也明显提高 ,但

随着时间延长 ,抗体水平逐渐下降 , 1年后阳

性率降为 38. 71% (灭活疫苗及减毒疫苗组

分别为 36. 27%和 40. 87% ) , GM T在 20. 00

左右 ,但仍显著高于免疫以前。两组在各时段

的阳性率与 GM T略有差异 ,但均不显著。加

强免疫后 ,两组的抗体阳性率均提高至 94%

以上 ,达到了相当高的保护水平 ,抗体阳性率

和 GMT均较基础免疫后大幅度提高 ,其半

年后的抗体阳性率和 GMT亦较基础免疫后

明显为高。 而且 ,加强免疫后 ,尤其在免疫半

年后 ,减毒活疫苗组的抗体阳性率和 GMT

与灭活疫苗组比较有了显著的变化。

三、两种疫苗免疫后抗体水平的比较:从

表 1、 2可见 ,基础免疫后 ,灭活疫苗组和减毒

疫苗组的抗体阳性率 ( 59. 56%、 56. 08% )和

GM T( 53. 20、 53. 62)均无显著性差异。加强

免疫后 ,活疫苗组抗体阳性率 ( 98. 21% )显著

高于灭活疫苗组 ( 94. 62% ) (χ
2
= 4. 00, P <

0. 05) , GM T( 85. 17、 84. 83)差别不大。加强

免疫半年后 ,活疫苗组抗体阳性率 ( 94. 74% )

和 GMT ( 80. 69)均显著高于灭活疫苗组

( 72. 34% , 62. 34) (χ
2= 17. 27, P < 0. 05)。

表 1　两种乙脑疫苗免疫前后抗体水平的动态反应

观察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GM T

初 免 前 　　　 169( 150) 　　　　 7( 5) 　　　 4. 38( 3. 33) 　　 　 10. 00( 10. 01)

免 后 1 月 136( 148) 81( 83) 59. 56( 56. 08) 53. 20( 53. 62)
免 后 半 年 125( 113) 59( 58) 47. 20( 51. 32) 30. 02( 29. 56)

免 后 1 年 102( 115) 37( 47) 36. 27( 40. 87) 19. 80( 20. 00)

加强 后 1月 93( 112) 88( 110) 94. 62( 98. 21) 84. 83( 85. 17)

加强后半年 94( 95) 68( 90) 72. 34( 94. 74) 62. 34( 80. 69)

　　注:括号外为灭活疫苗的数据 ,括号内为减毒活疫苗的数据。

　　本次接种灭活疫苗的儿童 ,有 21名基础

免疫仅注射 1针 ( 0. 5ml ) ,抗体阳性率为

22. 14% ,加强免疫后的抗体阳性率增加为

60. 01% ,两者均低于常规基础免疫者。

　　四、疫苗接种反应:接种两种疫苗的全部

儿童 ,接种后仅有 5名轻度发热 ,其中 1名由

灭活疫苗 , 4名由活疫苗所致 ,时间不超过 6

小时。 6名局部红斑均为灭活疫苗引起。 7名

( 4名接种灭活疫苗 , 3名接种减毒活疫苗 )有

一过性恶心。无中强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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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种疫苗基础免疫及加强免疫后的

抗体水平比较

观察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GM T

基
础
免
疫

灭活苗 136 　　 81 59. 56 53. 20

减毒苗 148 83 56. 08 53. 62

合　计 284 164 57. 74 53. 42

加
强
免
疫

灭活苗 93 　　 88 94. 62 84. 83

减毒苗 112 110 98. 21 85. 17

合　计 205 198 96. 59 85. 00

讨　　论

　　河南为乙脑高发区 ,为最大限度减少隐

性感染因素的影响 ,我们选不超过 1. 5岁的

婴幼儿作为观察对象。

地鼠肾细胞培养乙脑疫苗基础免疫后的

血清学效果 ,经多次观察在 60%左右 , 1年后

加强 1针阳性率升至 90%以上
〔1〕
。有资料

〔2〕

显示 ,至少要有 87%以上的接种率 ,才能使

乙脑的发病率明显下降。本次观察虽受条件

限制 ,检查的是免疫荧光抗体 ,其结果无论灭

活疫苗或减毒活疫苗仍与上述数字相似。 提

示基础免疫后两种疫苗所产生的抗体均不能

达到理想的保护水平 ,而需在 1年后进一步

加强免疫。

减毒活疫苗在加强免疫后 1个月 ,其抗

体阳性率较灭活疫苗显著为高 ,提示其免疫

效果较灭活疫苗为好。

灭活疫苗在加强免疫后 ,抗体阳性率虽

达到了较高水平 ,但经过半年后 ,又降至

72. 34% ,而减毒活疫苗在加强免疫半年后 ,

其抗体阳性率仍维持在 94. 74% ,且其抗体

滴度也维持在较高水平 ,即减毒活疫苗的免

疫持久。因而笔者认为灭活疫苗在经过两针

基础免疫和 1年后的加强免疫之后 ,到下 1

年或间隔 1年需进一步加强免疫 1针。而减

毒活疫苗应基础免疫 1针 ,间隔 1年加强 1

针 ,经过若干年后再加强注射。有资料〔3〕显

示 ,减毒活疫苗的免疫保护作用至少可持续

5年。故可经过 4～ 5年再加强注射 1针。但

有资料〔3〕认为 ,活疫苗接种 1针后 ,抗体阳性

率即可达到 85%～ 100% ,本次观察仅达到

54. 90% ,未能对此予以支持。尚有报道〔 1, 4〕提

出灭活疫苗第 2针与第 3针间隔 1个月 ,减

毒活疫苗两针间隔 1～ 3个月的建议 ,有待进

一步评价。

鉴于活疫苗较高的免疫效果 ,免疫保护

作用持久 ,加强免疫次数较少 ;又只需接种 1

次 ,易于基层推广 ;且该疫苗又有较高的热稳

定性 ,有调查〔5〕显示 ,活疫苗分别放置冰箱及

室温储存 1周左右 ,两组疫苗病毒滴度无显

著性差异 ;同时接种该疫苗的局部反应轻微 ,

未发现中强反应。因而 ,减毒活疫苗具有广泛

的推广应用价值。

本次调查尚提示灭活疫苗的基础免疫必

须注射两针 ,而减毒活疫苗只需 1针即可。

当然 ,由于条件所限 ,本次调查没有采用

中和试验 ,荧光抗体与中和抗体的拟和性如

何 ,灭活疫苗两针基础免疫的间隔时间 ,两种

疫苗加强免疫的间隔时间究竟多长其免疫效

果最好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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