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监测·

中国!""!!!""#年度流行性感冒监测分析

徐红

【摘要】 目的 阐明!""!年$月至!""#年%月国内流行性感冒（流感）流行特点和流感病毒优

势株的特性。方法 流感病毒分离采用鸡胚和细胞分离；流感病毒亚型鉴定采用血球凝集抑制试验；

对流行株的&’基因核酸测序，分析其亲缘关系和抗原变异性。结果 !""!年$月至!""#年%月，

全国!#个省（市）和自治区共采集流感样患者咽拭子标本共计(%(#)份，经鉴定流感病毒阳性(((#
株，分离率%*+,。在(((#株流感病毒中，’(型%%株、’#型)$$株、-型流感病毒./0/1/2/+3株和

4567895/$")株，分别占总分离数的)*+,、$3*+,、3*3,和#%*$,。优势流行株为&#:!和-型

4567895/株。’#型流感病毒除主要分离于!""!年(!月和!""#年(月外，在非流行高峰期也有一定

数量的分离。而-型4567895/系流感病毒主要集中分离于冬季流行高峰期，其流行株核酸序列分析

属-型4567895/系株。’#型毒株血凝素基因的&’(系统树分析表明，其与’／;/</0/／!""=／++同

源，且有某些变异存在。结论 虽然感染人群的流感毒株依然是’(、’#和-型交叉出现，但以’型

（&#:!）和-型4567895/为优势株。与历年不同，-型4567895/分离比例增加及分布广泛是!""!!
!""#年度的特点。’型（&#:!）流行株有变异迹象值得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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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至今仍是世界上危害人类健

康的重要传染病之一。由于流感病毒的抗原性变异

特点，易反复感染并常伴有并发症给社会医疗负担

以及经济造成的影响极大，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

题。因此它是全球监测的疾病。通过监测流感，了

作者单位：(""")!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流感室 国家流感中心

解流感的流行规律、变异特点；预测流行趋势，为全

球疫苗组份的确定提供参考，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

可靠参考依据。自!"""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

织（V&S）合作，在全国!#个省（市）和自治区开展

流感监测，本文就我国!""!年$月至!""#年%月

期间流感病毒学监测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流行特点，

为预防控制流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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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监测网络：我国流感监测网络以全国#$个省

（市）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监测哨点医院

构成。#$个省（市）自治区中南方省全年监测，北方

省每年!’月至次年$月监测。哨点医院收集流感

样病例咽拭子，用于病毒分离。分离到的病毒送国

家流感中心；由国家流感中心进一步鉴定、复合、分

型。并送()*协作中心。

#"监测目的：!了解我国流感的流行规律、变异

特点；预测流行趋势，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可靠参考

依据。"为()*协作中心提供毒株，供全球疫苗

组份的推荐参考。

结 果

!"流感病毒分离率：#’’#年%月至#’’$年&
月全国#$个省（市）和自治区监测哨点共采集咽拭

子标本!&!$+份，分离流感病毒!!!$株，平均分离

率为&",-（表!）。

表! #’’###’’$年度中国#$个省人群年龄组

咽拭子采样数和流感病毒分离率

年龄组（岁） 咽拭子标本数 流感病毒分离株数 分离率（-）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详 +% ’ 0
合计 !&!$+ !!!$ &",

表!所示，流感样患者咽拭子采样数以’#岁

年龄组最多，为.+#+份；流感病毒分离阳性率以+#
岁和!+#岁年龄组较高，为,"+-和,"$-。

#"流感病毒各亚型特点：从#’’#年%月流感流

行年度的流行低谷起到#’’$年&月间对分离毒株

的亚 型 构 成 进 行 了 分 析。此 期 间 全 国 共 分 离 到

!!!$株流感病毒，其中1!型&&株、1$型+%%株、2
型34546474,/株、2型89:;<=94%’+株。分别占流

感病毒分离总数的+",-、%/",-、/"/-和$&"%-。

分离期间各月份流感病毒亚型分离株数见表#。

$"本流行年度流感流行特征：图!分析了#$个

省份按月分离的各亚型流感病毒毒株，以了解本年

流感流行的特点。

从图!可见在本流行年度里，流感病毒在夏季

.月和冬季!#月有#个分离峰。夏季峰主要为1$

型流感病毒，冬季则以2型89:;<=94系流感病毒和

1$型流感病毒为主，而且在流行高峰期!#月，2型

89:;<=94系 毒 株 占 2型 89:;<=94的+’",-（#’&／

%’+），占全年分离总数的$&"%-（%’+／!!!$）。由于

国内南、北方流感监测的时间不同，南方为全年监

测，而北方则从!’月到翌年的$月。因此，夏季的

流感病毒分离株均来自南方地区。1!型和2型

345464;4系流感病毒散在发生。#’’$年上半年1$
型毒株为优势株。

图! #’’#年%月至#’’$年&月中国流感流行特征

%"流行株)1基因分析：

（!）2型89:;<=94系毒株的系统树分析：由于在

#’’###’’$年冬季高峰期2型89:;<=94株是流行

优势株，因此对其不同地区的分离株进行了分子生

物信息分析。生物信息分析中所用流行毒株的)1
基因序列来自我国与国际协作中心共享资料，并与

其他已知2型流感病毒)1基因序列用进行比较。

其系统关系见图#。

图" 2型流感病毒的种系关系

图#所示本年度流行的2型流感病毒多属于2
型89:;<=94系，和病毒分离的结果是一致的。2型

89:;<=94系株有$个不同群的倾向。

（#）1$型毒株的系统树分析：对#’’$年流行

季 节分离的1$型毒株的血凝素基因的)!进行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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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个省!##!年$月至!##"年%月流感病毒分离株数

!##!年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年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 $ *$ !& ** " * # # )(
,／2341563.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统树 分 析，其 与+／7.8./.／!##’／))同 源（图"）。

血清学试验显示!##"年流行株的一部分与标准株

抗体反应滴度低，提示其抗原性存在某些变异。经

核酸测序分析流行株的血凝素基因，两个抗原决定

簇的位点上有氨基酸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进

行中。

图" +"型流感病毒的种系关系

讨 论

流感病毒抗原的不断变异是引起流感每年流行

的生物学基础。新抗原亚型的流感病毒的出现导致

人口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升高［*］。因此，流感监测对

于了解流感流行趋势、病毒的变异、流感疫苗株的推

荐、预测和防止流感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年流感监测资料表明流感样患者

咽拭子标本采集上各年龄组采样数尚存在着差异

（表*），有个别省份监测项目中标本采样数量未达

到流感监测工作规范的暂定数量。这些可能会由于

原始资料的偏差而使分析出现某些假象乃至错误结

果。因为%#岁以上年龄组是流感主要的易感人群

之一，但!##!!!##"年度的标本收集中%#岁以上

的标本数量相对较少，提示我们在今后的流感监测

中需要加以注意。另外，各年龄组人群病毒分离率

的不同可能与流感患者就诊时间、临床医生采样、标

本保存、运送等多因素有关。因此，根据9:;督导

的建议，规范采样、规范标本保存、规范操作标准采

用标准的流感病毒分离的方法，是提高流感病毒分

离阳性率的重要保证。

+*型流感病毒在!##!!!##"年仅占全部分离

株数的’<，说明其没有大的抗原漂移，因此在未来

不大可能引起爆发［!］。+"型病毒在’月和*!月份

有!个峰，表明非流行高峰季节+"型流感病毒也

具有一定的活动。此外，,型2341563.系流感病毒

分离数有明显的上升，这与历年的监测结果不同。

一般认为+型流感常以流行形式出现，而,型流感

呈局部爆发。但近年来，有世界范围扩散蔓延的趋

势［"］。对于!##"年流行高峰期,型2341563.流感

病毒为优势株的流行特征，提示其也会成为流行的

主流，因此有必要密切注意,型流感病毒变异株的

出现和流行趋势。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的流行季节有很大

的差别。与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地区全年有!个峰。

一是冬季流行高峰期*!月份，另一是’月份。在非

流感高峰流行期分离的流感病毒主要为+"型，这

一现象除与气候因素有一定关系外，可能还与+"
型流感病毒抗原的漂移有关，应引起国内流感监测

人员的高度重视。我国南、北地区!##"年流行的特

征和已证明的南、北半球温带地区流感在夏季有低

水平的传播期［$］，冬季为高峰期，在高峰期一般持

续大约(!*!周的情况基本一致（图*）。当然我国

流感监测还需改进和加强，使其在全球的流感预防

控制中发挥真正的前哨作用。

,型流感病毒的:+*核酸序列系统树分析具

有!个系：,型-./.0.1.系和,型2341563.系。同

样用系统树分析证明本研究中的毒株关系密切，与

,型 2341563.系 毒 株 ,／:580=580／""／!##!株 同

源。血清学试验表明二者之间有交叉其意义值得注

意。+"型血凝素变异的出现以及近年发生的禽流

感事件和流感大流行间隔时间最长记载为")年，而

!##"年距上次大流行已"&年，这些都提示流感较

大流行发生的可能性存在。所以9:;对流感预防

控制的重点优先要做的$方面工作中包括加强全球

流感监测，及时、准确地推荐疫苗株和扩大疫苗接种

覆盖率；加强全球和各国防备流感大流行的准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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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初期爆发的调查和以及快速反应的协调［!］。因

此，"##$年冬季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流感监测，及早

做好准备，洞察流行势态，并与%&’%鉴别做好预防

控制工作。

（本文中部分国内流行株(&)核酸序列结果为流感国

际协作中心日本传染病研究所的反馈，谨此志谢；同时感谢

国家流感中心的工作人员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01234567(8+69/:5;+-<=+9<4-，!#08+5>4?<-?6@8-=+
>@5,8<66+-.8：+./+668-;8?459/8")>9.8-9@50：A889<-;)BC)D
E8F5@+50)DDD，3(:，G8-8,+，H+..<-8，"##"，"#（>@II6"）J>)C

>K2
" L854A8’，L854A8M，N+-+F8L，89+62O85>I8.9<,8>4-9/8
./+5+.985<>9<.>+-7+./<8,8A8-9>4?58.8-9>@5,8<66+-.84?<-?6@8-=+
+.9<,<90<-P+I+-2H+..<-8，"##"，"#（>@II6"）J>$QC>K$2

$ %/+RS3，T@T，*<U，89+62’8+II8+5+-.8+-7;64F+6>I58+74?
,+5<+-9>4?<-?6@8-=+V／H<.945<+／"／WB6<-8+;8,<5@>8><-9/8"###C
"##)+-7"##)C"##">8+>4->2H<5464;0，"##"，$#$J)CW2

KP4-+9/+-%，L;@08-CH+-9+A，(+AI>4-&32N/88I<78A<464;0+-7
.6<-<.+6<AI+.94?I+-78A<.<-?6@8-=+2H+..<-8，"##$，")J)BQ"C
)BQW2

! M6+@>%94/52N/8;64F+6+;8-7+4-<-?6@8-=+>@5,8<66+-.8+-7.4-95462
H+..<-8，"##$，")J)BKKC)BKW2

（收稿日期："##$C)#C#W）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杭州市Q$Q名#!)!岁儿童血铅水平调查

邹朝春 邹朝君 赵正言 竺智伟 蒋桂珍

铅已被人类广泛应用，随着工业和交通业的迅速发展，

环境铅污染已越来越严重。为了解杭州市儿童铅中毒情况，

我们进行了此项调查。

)2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年$月至"##"年$月采用整群抽样

方法调查杭州市德胜新村、红菱新村、八卦新村、翠苑二区

Q$Q例儿童。其中男K)K例，女"""例；年龄为出生后)天至

)!岁，按照年龄分为Q组。检测时儿童均无铅中毒的表现。

（"）标本采集和血铅测定：采样者先洗手、戴帽，在清洁

房间进行采样。在得到家长同意后，用#2!XL+"Y1N&对采

血区皮肤去铅处理，再用碘酒、酒精消毒。静脉穿刺采全血

#2!A6，BXL+"Y1N&!"6抗凝，用经)#X优级纯硝酸（浸泡

"K/，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去铅处理的带盖聚乙烯锥形离心

管KZ冷藏。应用原子吸收光谱仪（&&B##型，美国O85[<-
Y6A85公司）石墨炉法在KW/内测定。原子吸收光谱仪工作

条件：波长"W$2$A，狭缝#2BA，灯电流WA&，峰面积读数。

进行空白对照，同时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赠送的牛血

标准品为标准样，以当月未知浓度的标准品作为盲法质控，

误差均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允许范围。根据)DD)美

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标准，血铅水平!)##";／*即为铅

中毒。

（$）统计学方法：应用%O%%（)#2#）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数资料用O8+5>4-卡方检验。由于血铅呈偏态分布，

计量资料用几何均数（"TG）表示，根据情况应用!检验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最后对血铅与年龄、性别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作者单位：$)###$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邹朝

春、赵正言、竺智伟、蒋桂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邹

朝君）

"2结果与分析：Q$Q例儿童的血铅水平))2#!$W#2#";／

*，呈偏态分布，中位数（"）BB2KB";／*，"TG 为B!2DK";／*，

铅中 毒 比 例 占$)2$X（)DD／Q$Q），血铅水平!"##";／*占

$2DX（"!／Q$Q）。其中#!Q岁儿童铅中毒比例"K2BX（)K#／

KQQ），与)DDB年 杭 州 市#!Q岁 儿 童 铅 中 毒 比 例$D2)QX
（)D!／KDW）相比明显下降（#"\"!2!K)，#\#2###）。女童血

铅的"TG为B)2!"";／*，男童"TG为BW2"Q";／*，!检验显示差

异无显著性（!\)2W!D，#\#2#QK）。女童（"W2WX，QK／"""）、

男童（$"2QX，)$!／K)K）间铅中毒比例差异也无显著性（#"\
#2DQ#，#\#2$"B）。

Q个年龄组儿童血铅水平（";／*）分别为!#2D)、Q#2D!、

W)2K!、D#2D"、D#2D"和BW2WK，有随年龄增加不断升高趋势，

在学龄前组与学龄组儿童的达高峰，经方差分析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B2D)#，#\#2###），*%1两两比较，发现新生儿

组和婴儿组血铅水平比其他年龄组儿童的低（###2#!），学

龄前组、学龄组和青少年组各组间差异均 无 显 著 性（#$
#2#!）。Q个不同年龄组儿童铅中毒比例（X）分别为D2Q、

"#2K、$Q2)、K$2K、$W2D和"Q2$，与血铅"TG情况基本一致，在

学龄前组达高峰，此后铅中毒比例又有下降，各年龄组间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2B"B，#\#2###）。血铅水平的多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间血铅水平差异有显著性

（$\W2!BW，#\#2###），不同性别间血铅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2#$Q，#\#2WKD）。

对杭州市Q$Q例#!)!岁儿童的血铅水平检测发现，"
为BB2KB";／*，"TG 为B!2DK";／*；其 中!)##";／*儿 童 占

$)2$X，!"##";／*儿童占$2DX（"!／Q$Q）。提示儿童铅中毒

情况已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制定切实有效的铅污染防治措施。

（收稿日期："##"C))C)$）

（本文编辑：段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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