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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 !"# 型别分析

张静 王宁遂 邓兵 朱静

【摘要】 目的 研究重庆地区 $%%& ’ ())) 年度秋冬季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分子流行病学。方

法 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婴幼儿腹泻便样中的编码轮状病毒 !"# 蛋白的全基

因片段（$ ).( /0），再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123*"-+）对扩增得到的 !"# 基因进行分型。同时利用

核苷酸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分型。结果 在 $%%& ’ $%%% 年度 $4) 例婴幼儿腹泻便样中 !"# 基因阳性

者 5) 例（4& 6 7.8），其中 9$ 型占 &&8（77 : 5)），94 型占 &8（7 : 5)），混合型占 78（( : 5)），均为 9$ ;
94 型；而 $%%% ’ ())) 年度轮状病毒流行季节采集的 $$( 份标本中 !"# 基因扩增阳性者 4& 例

（44 6 %48），其中 94 型占#& 6 %58（4) : 4&），9$ 型占$4 6 $.8（5 : 4&），混合型占# 6 &%8（4 : 4&），均为9$ ;
94 型。核苷酸序列分型结果与 "-+ 分型结果一致。结论 重庆地区 $%%& ’ $%%% 年度轮状病毒流

行季节中流行的轮状病毒以 9$ 型为主，而 $%%% ’ ())) 年度轮状病毒流行季节中 94 型为主，在连续

两年的监测中出现轮状病毒血清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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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组轮状病毒是引起全世界婴幼儿严重胃肠炎

的主要病因，每年可导致发展中国家 .) 万 ’ &# 万

例死亡，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故疫苗被认为是控

制轮状病毒感染的最大希望［$］。然而，疫苗的研制

必须建立在了解本地区轮状病毒感染的分子流行病

学 的基础上，我们采用巢式 *聚合酶链反应（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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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苷酸序列测定方法分析婴幼儿轮状病毒

腹泻 !"# 型别，从而对重庆地区婴幼儿轮状病毒腹

泻分子流行病学进行研究。

材料和方法

$ 6轮状病毒标本：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及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门诊及住院的婴幼儿腹泻便样标本，

提取病毒 +NO，U ()V冻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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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 提取：取粪便标本上清 &’’!(，加

入 )’’!( * + ,-.，再加入 /’!0 蛋白酶 1 及 *’!(
)’2十二烷基磺酸钠，于 **3作用 ) 4，用酚 5氯仿

（6 5 6 7 )）抽提，异丙醇沉淀 #$%。

8 "引物：本研究采用 9:;<=># 进行血清型分析。

第一次扩增采用编码 ?=@ 基因两端的保守序列设

计引 物（A:0B C -9DB），经 逆 转 录<聚 合 酶 链 反 应

（#,<=>#）扩增出基因的全长序列（) ’/! EF）；第二

次扩增时，正链引物根据报道的核苷酸序列高变区

（这些高变区在同一血清型中保守，在不同血清型间

高度变异）设计型特异性引物（G%,H，GA,)，G>,!，

GI,&，G-,8，GJ,B），负链引物选择 8K端保守的共同

引物（#?LB），根据扩增产物片段长度的不同来区

别不同血清型。具体引物序列参见表 )［!］。

表 ) =># 扩增所用的寡核苷酸引物

引物
名称

序列（*K M 8K） 位置 分型

A:0B LL>,,,%%%%L%L%L%%,,,>>L,>,LL ) N !H M
-9DB LL,>%>%,>%,%>%%,,>,%%,>,%%L ) ’/! N ) ’8/ M
#?LB LL,>%>%,>%,%>%%,,>, ) ’/! N ) ’&& M
G%,H L,>%>%>>%,,,L,%%%,,>L )@H N )BH LH
GA,) >%%L,%>,>%%%,>%%,L%,LL 8)& N 88* L)
G>,! >%%,L%,%,,%%>%>%,,,,>,L,L &)) N &8* L!
GI,& >L,,,>,LL,L%LL%L,,L &H’ N &BH L8
G-,8 >L,,,L%%L%%L,,L>%%>%L /HB N @’B L&
GJ,B >,%L%,L,%%>,%>%%>,%> @*@ N @@/ LB

& " =>#：第一次扩增的 #,<=># 反应体系为：

)’ + =># 缓 冲 液 * !(，IO.P 液 @2（ 6 5 6），

D$,=Q!’’!RS( 5 T，上下游引物（A:0B 和 -9DB）各

*’!RS( 5 T（终浓度），I,, !!(，样品 #$% ) N *!0，

加 I-=> 水至总体积 *’!(，离心混匀，封盖 *’!( 石

蜡油，B*3变性 * RU9 后迅速冰浴，然后加入 %O,
逆转录酶 )’ V 和 ,GW 酶 ! V，置 &!3 逆转录 8’
RU9，B&3加热 * RU9 后进行 =>#，8’ 个循环（B&3
变性 &* Q，*H3退火 &* Q，@!3延伸 ) RU9）结束后，

@!3再延长 @ RU9。二次扩增时，取第一次扩增产

物 !!0，)’ + =># 缓冲液 *!(，IO.P 液 @2（6 5 6），

D$,=Q !’’!RS( 5 T，/ 个分型引物和 ) 个下游公共

引物各 *’!RS( 5 T（终浓度），,GW 酶 ! V，加 I-=>
水至总体积 *’!(，离心混匀，封盖 *’!( 石蜡油，

=>#8’ 个循环。放大产物经 H2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泳，-A 染色，紫外光观察及照相。

* "核苷酸序列分析：利用 %AX8@@ 全自动基因

分析仪（上海生工公司）对 #,<=># 扩增的 ?=@ 基

因全长 YI$% 直接进行核苷酸序列测定。

结 果

由 / 个分型引物及公共引物扩增出以下不同长

度的条带：@&B、/*!、8@&、*H8、HH* 及 8’/ EF 分别对

应 ?=@ 基因的 )、!、8、&、H、B 型。取自重庆地区

)BBH N )BBB 年度轮状病毒流行季节的 )8’ 例婴幼

儿腹泻便样标本，检出轮状病毒阳性标本 *’ 例，其

中 L) 型占 HH2（&& 5 *’），L8 型占 H2（& 5 *’），混合

型占 &2（! 5 *’），均为 L) C L8 型；而从 )BBB N !’’’
年度轮状病毒流行季节采集的 ))! 例标本中扩增出

8H 例 ?=@ 基 因 阳 性（88 " B82），其 中 L8 型 占

@H " B*2（8’ 5 8H），L) 型占)8 " )/2（* 5 8H），混合型

占@ " HB2（8 5 8H），均为 L) C L8 型（表 !）。

表 ! )BBH N !’’’ 年度重庆地区致婴幼儿

腹泻轮状病毒 ?=@ 分型结果

血清型
不同流行季节不同型别病毒株数（构成比2）

)BBH N )BBB 年 )BBB N !’’’ 年

L) &&（HH " ’’） *（)8 " )/）

L8 &（H " ’’） 8’（@H " B*）

L) C L8 !（& " ’’） 8（@ " HB）

合 计 *’（)’’ " ’’） 8H（)’’ " ’’）

在过去连续两年的流行病学监测中可以发现有

明显的轮状病毒血清型的转变，即由 )BBH N )BBB 年

度 L) 型为主的流行株转变为次年以 L8 型轮状病

毒为主的流行。

本研究采用核苷酸序列分析对轮状病毒进行分

型，即对本地区分离的轮状病毒株 ?=@ 全长 YI$%
进行核苷酸序列测定（图 )），将推导出的氨基酸序

列与参考株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型别。通过序列比

对分析发现，分离的第 &8 号标本序列与 ZP 株（L8
型）具有高度同源性，两者核苷酸及氨基酸同源性均

为B/ " **2，此病毒株与其他血清型参考株的核苷酸

及氨基酸同源性 较 低，仅 达 /’ " B!2 N @@ " ’)2 和

*) " @!2 N @B " 8)2，存在较大变异（图 !）。而 #,<
=># 分型结果提示第 &8 号标本为 L8 血清型。

讨 论

轮状 病 毒 属 呼 肠 弧 病 毒 科，为 双 链 #$%
（DQ#$%）病 毒。它 具 有 两 个 外 壳 蛋 白：?=@ 和

?=&，二者独立产生中和抗体。根据 ?=@ 和 ?=& 抗

原特异性的不同，可将轮状病毒分为不同血清型（L
和 = 血清型）。迄今为止，在人群中已发现 )& 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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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血清型和 " 种 # 血清型［$］。而致人胃肠炎的

轮状病毒以 !% & !’ 型为主，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检

出了大多数异常株型，而且混合感染较为突出［’］。

由第 (、) 或 " 基因片段编码（因不同病毒株有所不

同）的糖蛋白 *#( 是主要的型特异性中和抗原，可

刺激机体产生保护性中和抗体。

+，,，-，.，/ 为 !% 血清型（(’" ,0）；1，2 为 !$ 血清型（$(’ ,0）；3 为 !%
与 !$ 混合型；4 为 *#( 全长 1567（% 89: ,0）；; 为分子量标准（0<=

>/? >+@A3@：% %%9，))$，9":，B8%，’)"，’8’，$$%，:’:，%"8，%’(，%%%）

图 % 轮状病毒标本经 CDE#=C 分型结果

轮状病毒感染作为婴幼儿腹泻最主要的病因，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且改善食品、水源、卫生条

件对于控制其感染所起的作用甚小，因此疫苗研制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对策。而一种有效的疫苗必须与

流行地区病毒株具有相同的抗原性［B］，这样才能刺

激机体对流行毒株型特异性免疫保护。*#( 作为

主要的型特异性抗原，其 ! 血清型的确定在疫苗评

估和流行病学监测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本研究

采用 F3GE#=C 和核苷酸序列分析方法对轮状病毒的

*#( 型别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地 区 %"") &
%""" 年度轮状病毒季节中流行的轮状病毒以 !% 型

为主（占 ))H），而 %""" & :888 年度轮状病毒流行

季节中流行的轮状病毒以 !$ 型为主（占() I "BH），

这一结果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监测结果并不完全符合

（后者以 !% 和 !: 型流行为主）［9，(］。由此证实了从

一特定地区得到的资料不足以代表整个国家所流行

的轮状病毒类型的观点，同样报道见于英国及日

本［)，"］。因此，我们需要在全国设立多个实验室，以

监测在整个环境中所传播的轮状病毒类型［)］。

++I )(E%8%（核苷酸序列 $8(E$B%）

D2@ !JK 7J+ 7J+ D2@ !JK LJ3 7MF 7M0 7MF N3@ D@0 OPM 7M0 D2@
6QI ’$ 7=D !77 !=7 !=7 7=7 !77 7D7 77D !7D 77D D=7 D!! 77! !7D 7=7

D2@ !JK 7J+ N3@ D2@ !JF LJ3 7MF 7M0 !JP 7M0 D@0 OPM 7M0 N3@
R+（!%） 7=D !77 !=7 7!D 7=D =77 7D= 77D !7D !!D !7= D!! 777 !7= D=7

7J+ !JK 7J+ OPM 7MF !JK LJ3 N3@ 7M0 7M0 !JK D@0 !JK 7MF D2@
S<EB（!:） !=7 !77 !=D 777 77D !7! 7DD D=7 !7D !7D !77 D!! !77 77D 7=D

D2@ !JK 7J+ 7J+ D2@ !JK LJ3 7MF 7M0 7MF N3@ D@0 !JK 7M0 D2@
TU（!$） 7=D !77 !=7 !=7 7=7 !77 7D7 77D !7D 77D D=7 D!! !7! !7D 7=7

N3@ !JK 7J+ #@Q D2@ !JF LJ3 N3@ 7M0 7MF !JK D@0 OPM 7M0 D2@
*7(B（!’） D=D !7! !=D ==7 7=D =77 7DD 7!D !7D 77= !77 D!! 777 !7D 7=7

O3K !JK 7J+ !JK D2@ !JK LJ3 7J+ 7M0 N3@ D@0 D@0 OPM 7M0 D2@
9">（!)） =D7 !77 !=7 !7! 7=7 !7! 7D7 !=7 !7D 7!D D!! D!! 77! !7D 7=D

#@Q !JK 7J+ N3@ D2@ !JF LJ3 !JP 7M0 D2@ !JK D@0 OPM 7M0 D2@
RL9%（!"） ==D !77 !=7 D=7 7=D =77 7DD !!7 !7D 7=7 !77 D!! 777 !7= 7=D

++I :8)E:%%（核苷酸序列 9(8E(%%）

O3K D2@ D2@ 7M0 D2@ 7MF D2@ #23 !JK !JK *+J 7J+ D2@ 7J+
6QI ’$ =D7 7=7 7=D !7D 7=7 77= 7=! DDD !77 !77 !DD !=7 7=7 !=D

!JF D2@ D2@ 7MF *+J 7M0 N3@ #23 !JK >3G LJ3 7J+ !JK 7MF
R+（!%） =77 7=7 7=7 77= !D7 !7= D=7 DDD !77 7D! 7DD !=D !7! 77D

OPM D2@ D2@ 7M0 *+J 7MF D2@ #23 !JK LJ3 *+J 7J+ N3@ N3@
S<EB（!:） 777 7=D 7=! !7D !D7 77= 7=7 DDD !7! 7DD !DD !=! D=! D=D

O3K D2@ D2@ 7M0 D2@ 7MF D2@ #23 !JK !JK *+J 7J+ D2@ 7J+
TU（!$） =D7 7=D 7=D !7D 7=7 77= 7=! DD= !77 !77 !DD !=7 7=7 !=D

!JF D2@ D2@ 7MF *+J 7J+ D2@ #23 !JK >3G *+J 7J+ 7M0 N3@
*7(B（!’） =77 7=7 7=! 77D !D7 !=D 7=D DDD !77 7D! !D! !=D !7= 7!D

O3K D2@ D2@ 7M0 D2@ D2@ D2@ #23 !JK !JK *+J 7J+ D2@ 7J+
9">（!)） =DD 7== 7=! !7D 7=D 7=7 7=D DDD !77 !77 !DD !=7 7=7 !=D

D2@ D2@ D2@ 7MF D2@ 7J+ D2@ #23 !JK !JK *+J 7J+ 7J+ N3@
RL9%（!"） 7=7 7=D 7=7 77D 7=7 !=7 7=7 DDD !7! !77 !D! !== !=7 7!D

6QI ’$ 为重庆地区 %"") & :888 年度分离的轮状病毒株；R+（!%）、S<EB（!:）、TU（!$）、*7(B（!’）、9">（!)）、RL9%（!"）为参考株

图 : 轮状病毒株 *#( 两个氨基酸区域（++)(E%8%，:8)E:%%）及相应核苷酸序列比较

·:8$·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8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2/F V W0/-3X/QJ，7K4KMG :88%，*QJI ::，6QI ’

 



本研究采用核苷酸序列测定方法对轮状病毒进

行分型。以往研究表明轮状病毒 !"# 氨基酸序列

中存在 $ 个血清型特异性区域，即 % & ’ 区：(()
*+ & ,-，.# & /-/，/0- & /*-，/1* & /,0，0-. & 00/，

0** & 010。这些区域在同一血清型轮状病毒中保

守，在不同血清型间高度变异［/-］。其中 2、3、4 区

被认为与中和抗原决定簇位点形成有关。56778
等［/-］利用 2 区及 4 区（(() .# & /-/，0-. & 00/，分别

对应核苷酸 *-# & *,/，$#- & #//）氨基酸序列同源

性分析来确定轮状病毒血清型。即野生分离株与已

知型别的参考株进行比对，如果以上两区总的氨基

酸序列同源性大于 .,9，则该病毒株可判定与参考

株为同一血清型［//］。在本研究中分离的第 1* 号标

本与 :; 株（5* 型）氨基酸同源性达+$ ) ,,9，提示

此标本可判断为 5* 型，这与 "<= 分型结果一致。

在连续两年的监测中出现了轮状病毒血清型的

转变，即由 /++. & /+++ 年度 5/ 型为主的流行株转

变为次年以 5* 型轮状病毒为主的流行。其他国家

也有类似报道，如芬兰在 /+.. & /++- 年间出现 5/
到 51 血清型的转变［/0］，而 5/ 至 50 型的转变见于

澳大利亚［/*］。以上这些纵向研究提示主要流行的

血清型可以发生突然转变。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

对轮状病毒的流行进行长期监测的重要性。

整个实验中我们未能发现除 5/ 和 5* 型以外

的常见血清型（50、51）及易出现于发展中国家的异

常血清型，这可能与样本量偏少有关。但我们在研

究中发现了数例混合感染（均为 5/ > 5* 型），提示

发展中国家轮状病毒流行的复杂性。

参 考 文 献

/ ?@6ABCCD <3， 578EFGH I=， JCFH@8C :， 7E (K) 5787E@G (8D

(8E@L78@G GH(6(GE76@M(E@C8 CN ( F76CEOP7 "［$］5+ HQR(8 6CE(S@6QF

FE6(@8 @FCK(E7D @8 EH7 T8@E7D UE(E7F) !@6CKCLO，/+++，0,$ V 1,W,* )

0 5CQS7( !，5K(FF =X，YCCDF "%，7E (K) "CKOR76(F7 GH(@8 67(GE@C8

(RPK@N@G(E@C8 (8D EOP@8L CN 6CE(S@6QF 8QGK7@G (G@D N6CR FECCK

FP7G@R78F) I <K@8 Z@G6C[@CK，/++-，0. V 0#$W0.0 )

* 5778EFGH I=，YCCDF "%，=(R(GH(8D6(8 Z，7E (K) =7S@7B CN 5 (8D "

EOP@8L 67FQKEF N6CR ( LKC[K7 GCKK7GE@C8 CN 6CE(S@6QF FE6(@8F：XRPK@G(E@C8F NC6

S(GG@87 D7S7KCPR78E ) I X8N7GE 3@F，/++$，/#1（FQPPK /）V F*-WF*$ )

1 YQ J\，](8@LQGH@ ?，T6(F(8( ]，7E (K) U76CKCL@G(K (8D L78CR@G

GH(6(GE76@M(E@C8 CN HQR(8 6CE(S@6QF D7E7GE7D @8 <H@8() I Z7D !@6CK，

/++.，,, V /$.W/#$ )

, ]([(FFQR U，UH7(6F "，J(6E <%) 578CR@G GH(6(GE76@M(E@C8 CN

6CE(S@6QF FE6(@8F C[E(@87D N6CR HCFP@E(K@M7D GH@KD678 B@EH D@(66H7( @8

2(8LK(D7FH ) I Z7D !@6CK，/++1，1* V ,-W,$ )

$ 袁丽娟，钱渊，刘军，等 )北京等我国四个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

毒 !"1 和 !"# 型别的研究 )病毒学报，/++1，/- V /*$W/11 )

# 方肇寅，晋圣瑾，秦树民，等 ) "<= 方法用于我国 % 组轮状病毒的

分型研究 )病毒学报，/++1，/- V */$W*0/ )

. ^C7K IU，27(6DF 5Z，<Q[@EE Y3) 4P@D7R@CKCL@G(K FQ6S7O CN HQR(8

6CE(S@6QF F76CEOP7F (8D 7K7GE6CPH76CEOP7F @8 OCQ8L GH@KD678 (DR@EE7D

EC EBC GH@KD678’F HCFP@E(KF @8 ^C6EH7(FE _C8DC8 N6CR /+.1 EC

/++- ) I <K@8 Z@G6C[@CK，/++/，0+ V 00/*W00/+ )

+ T6(F(B( U，T6(F(B( ]，](8@LQGH@ ?，7E (K) UQ6S7O CN HQR(8

6CE(S@6QF F76CEOP7F @8 D@NN7678E KCG(K7F @8 I(P(8 [O 78MOR7WK@8A7D

@RRQ8CFC6[78E (FF(O B@EH RC8CGKC8(K (8E@[CD@7F) I X8N7GE 3@F，

/+.+，/$- V 11W,/ )

/- 56778 ?:，Z@DEHQ8 ?，5C6M@LK@( Z，7E (K) <CRP(6@FC8 CN EH7

(R@8C (G@D F7‘Q78G7F CN EH7 R(aC6 87QE6(K@M(E@C8 P6CE7@8 CN H7 NCQ6

HQR(8 6CE(S@6QF F76CEOP7F) !@6CKCLO，/+.#，/$. V 10+W1** )

// 56778 ?:，U7(6F I’，](8@LQGH@ ?，7E (K) "67D@GE@C8 CN HQR(8

6CE(S@6QF F76CEOP7 [O 8QGK7CE@D7 F7‘Q78G7 (8(KOF@F CN EH7 !"#

P6CE7@8 L787) I !@6CK，/+..，$0 V /./+W/.0* )

/0 Z(Q8QK( _，2C8FDC6NN <J) =CE(S@6QF F76CEOP7F (8D 7K7GE6CPH76CEOP7F @8

’@8K(8D N6CR /+.$ EC /++- ) %6GH !@6CK，/++,，/1-V.##W.+- )

/* 2@FHCP =’，T8@GCR[ _4，2(687F 5_ ) 4P@D7R@CKCLO CN 6CE(S@6QF

F76CEOP7F @8 Z7K[CQ687，%QFE6(K@(， N6CR /+#* EC /+.+ ) I <K@8

Z@G6C[CK，/++/，0+ V .$0W.$. )
（收稿日期：0---W/-W0.）

（本文编辑：张林东）

·读者·作者·编者·

论著稿中摘要的书写

论著稿需附中、英文摘要，内容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结论四部分，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题，采用第三人

称撰写，不用“本文”、“作者”等主语。考虑到我国读者可参考中文原著资料，为节省篇幅，中文摘要可简略些（0-- 字左右），英

文摘要则相对具体些（1-- 个实词左右）。英文摘要尚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名称、单位所在城市名、邮政编

码及国名。作者应列出前 * 位，* 位以上加“7E (K”；作者不属同一单位时，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同时在单位名称首字

母左上角加“!”。例如：bJT 2@(C!，YT ^(8P@8L，cX%^5 _(@O@8L，7E (K)!37P(6ER78E CN X8N7GE@C8F 3@F7(F7F，]H7 ’@6FE JCFP@E(K
CN bH7a@(8L T8@S76F@EO，J(8LMHCQ */---*，<H@8(

本刊编辑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0--/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H@8 I 4P@D7R@CK，%QLQFE 0--/，!CK) 00，̂ C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