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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友谊医院1998～2001年轮状病
哨点监测分析

童志礼马莉章菁侯安存郑丽舒金宗平谢华萍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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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目的了解5岁以下儿童中以医院为基础的轮状病毒流行情况。方法按wH0轮状

病毒监测的通用方法(cⅡ}98)进行，轮状病毒检测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毒株分型用ELIsA／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结果从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收集的

484份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中，检出阳性标本123份，总的轮状病毒感染检出率为25．4％，住院和门诊

患儿检出率分别是31 6％和27 3％，而在轮状病毒流行季节，则可以引起高达46．2％急性腹泻住院

率。腹泻患儿发病呈现两个明显的季节高峰：一个由细菌性痢疾引起的夏季(6～9月)发病高峰，另

一个是轮状病毒感染腹霄造成的秋冬季(IO～12月)发病高峰。轮状病毒感染96．8％发生于3岁以

下幼儿，主要在6～11月龄(38 2％)和1～2岁(28 5％)年龄组，轮状病毒感染率在6～35月龄年龄段

最高。流行的轮状病毒G血清型依次为G1(55．3％)、G2(26．8％)、G3(9．8％)和cH(O 8％)，没有发

现G9型，10份(8 1％)标本未能分型，混合感染(0．8％)罕见。结论轮状病毒腹泻是北京市儿童的

重要传染病，开发应用安全有效的轮状病毒疫苗将对减轻轮状病毒疾病负担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J轮状病毒；哨点监测；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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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是世界范围内重症腹泻的主要病

原“。，在不发达国家，轮状病毒腹泻成为儿童死亡的

主要原因”。o。我国自1978年首次证实轮状病毒腹

泻以来”1，对轮状病毒疾病负担和流行病学进行系

统研究较少。为了全面掌握轮状病毒的流行情况，

为我国应用轮状病毒疫苗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从

1998年起与wHO合作进行全国轮状病毒监测。

现将北京友谊医院1998年4月到2001年3月轮状

病毒哨点监测情况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1．哨点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是一家拥有1 000张病

床的综合眭大医院，服务人口估计为踟万，其中5岁以

下儿童约占6．2％。儿科设有40张病床，服务年龄为

0～14岁，年平均住院1 195人次，年门诊量平均为

72 500人次，其中5岁以下婴幼儿年住院为678人次，

患者约30％来自北京市郊区。哨点医院服务人口是依

据城市人口调查资料，医院统计报表，患者求诊流向以

及邻近地区医院病床分布等因素估计。

2．监测设计与定义：监测对象为5岁以下腹泻

患儿。按世界卫生组织(ⅧO)轮状病毒监测的通
用方法(cIⅡ98)进行。患儿资料如姓名、性别、年

龄、发病时间、临床症状、住院次数、住院天数、治疗

结局和家庭住址等由医院指定的医务工作者用预先

设计好的调查表进行登记获得。腹泻是指具有异常

数量(与正常大便相比)的水样或不成型的稀便。住

院是指人院治疗至少有24 h。轮状病毒腹泻是指粪

便标本经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狃)(1999年以

前)或酶免疫法(EI舡)(1999年以后)检测为轮状病

毒阳性的腹泻。

3．粪便标本来源与检验：腹泻粪便在患者就诊

时由专人收集，及时冻存于一20℃，然后送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检验。每月进行一

次质量控制和书面总结。轮状病毒检测采用PAGE

利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毒株分型用

ELIsA和／或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进

行。实验方法详见文献[7，8]。

4．统计学分析：研究资料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R0tavin珥S】r、捌l曲ce G∞商c Manual”程序录入并

进行数据分析。凡P<O．05，均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l哨点医院监测概况：为期3年监测，哨点医院

5岁以下儿童一共有2 035人次住院。急性腹泻有

409人次，占住院数20．1％。从l 457例腹泻患儿中共

收集484份粪便标本，其中275份采白门诊患儿，209

份采自住院患儿。门诊和住院患儿标本轮状病毒检

出率分别为27．3％和23．0％，但住院标本来源的构成

(流行季节与非流行季节)标化后轮状病毒检出率

(31．6％)高于门诊(27．3％)，总的检出率为25．4％。

2轮状病毒腹泻季节分布：3年监测表明，无论

门诊还是住院腹泻病例都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季节高

峰：一个主要是细菌性痢疾引起的夏季(6～9月)腹

泻发病高峰，另一个主要是轮状病毒腹泻的秋冬季

(10～12月)发病高峰。在轮状病毒流行季节门诊

和住院腹泻患儿轮状病毒检出率分别为37 5％和

46 2％(P>O．05)，总的检出率为40．5％。

3．轮状病毒腹泻年龄分布特征：轮状病毒腹泻

年龄构成依次为6～11月龄(38．2％)、1～2岁

(28．5％)、<6月龄(17．9％)、2～3岁(12．2％)和

>3岁(3．2％)。患儿中轮状病毒感染率在6～11月

龄、1～2岁和2～3岁三个年龄组较高，分别为

32．0％、33．7％和31．9％(P>0 05)。而在<6月龄

和>3岁的年龄组显著降低(P<O．05)，分别为

14．5％和11．8％。男女之比为l：1 62。

4．腹泻患儿症状比较：在3年研究中，共获得信息

齐全的209份腹泻住院患儿资料。急性腹泻患儿症状

经逐个调查核实并按腹泻患儿症状20点记分法逐个

记分核算”1。轮状病毒腹泻与非轮状病毒腹泻症状比

较详见表1。轮状病毒腹泻患者人院前呕吐比例

(62．5％)大大超过非轮状病毒腹泻患者(37．3％)(P<

0．05)，其余症状尚未发现明显差别(P>0．05)。

5．腹泻死亡监测：3年监测共发现5岁以下住

院患儿中有36例死亡。10例死亡患有腹泻，其中4

例死亡可能与轮状病毒感染有关。腹泻死亡占总死

亡的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3年分别为1998年4

月至1999年3月(40．0％)、1999年4月至2000年

3月(21．4％)和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

(5．9％)，平均为22．4％，其中，可能为轮状病毒腹泻

的死亡约占腹玛死亡的40％。

6．轮状病毒G型分布：监测期间共收集484份急

性腹泻标本，检测为轮状病毒阳性的标本有123份。

其中，92份(74-8％)用ELIsA法进行了G分型，37

份(30，1％)结果未确定而ELISA确定为G3、G4的标

本，再用RT_阳t进行分型确定。对P(R结果仍未确
定的再用第一次P(聚产物测序判断。总的结果为：

 



生坐煎立堑芏垂直2QQ3堡12旦璺蛰鲞蓥!!塑￡!坐』盥!d!里!区：些!!巴b旦2QQ3：!型．型，盟!．17

G1(55 3％)是流行优势株，其次为(五(26．8％)、G3

(9．8％)和(弭(0．8％)，没有发现G9型。共有10份

(8．1％)标本未能分型，这表明可能有其他的或新的

G血清型存在。另外，1998年发现l份标本为混合感

染(Gl+G3)。3年中轮状病毒G型分布见表2。Gl

型虽在3年监测的总标本中为优势株，但其G型分布

随不同年代有所改变。如(芝(50．O％)在1999年4月

至2000年3月则为流行优势株。

表1北京友谊医院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
209冽5岁以下轮状病毒与非轮状病毒腹泻

住院的患儿有关症状的比较

症状 轮状雹冀号筹例数轮状瘛鼍曙隽例数
人院前呕叭 30(62 5)8 60(37 3)5

平均次数／天(j=s) 4 20±2 40 4 63±3 24

甲均犬数(j±s) 1 97±1 10 2 12±2 08

^院前腹泻 44(91 7) 148(91 9)

平均次数／天(㈣) 7 59±4 47 6 69±3 79

平均天数(j±5) 2 93±2 45 2 96±2 69

发热(℃)
37 6一一38 6 】2(25 0) 44(27 3)

>38 6 21(43 8) 42(26 1)

住院天数(z±5) 7 7l±6 08 6 301 3 85

甲均天数(范围) 2～33 】～21

严重程度(丹)

轻度(0～8) 4(8 3) 18(11 2)

重度(9～14) 28(58 4) 9l(56 5)

非常严窜(>15) 16(33 3) 52(32 3)

平均得分(z=s) 14 9±2 25 15 6±2 34

#P<0 05，卡打检验；其他均为P>0 05；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急性腹泻占5岁以下住院患

儿的20 1％，其中轮状病毒腹泻住院占全年腹泻住

院31 6％左右，在轮状病毒流行季节则占46．2％左

右。北京地区轮状病毒发病高峰在秋冬季(10～12

月)，但1999年4月至2000年3月的轮状病毒流行

季节后推了一个月，原因尚未知晓，另外2000年4

月至2001年3月的非流行季节轮状病毒检出有增

多趋势。轮状病毒腹泻96．8％发生于3岁以下患

儿。轮状病毒检出率在6～35月龄年龄段最高，6

月龄以下的婴儿轮状病毒检出率较低。监测中不论

全年还是轮状病毒流行季节门诊病毒检出率都低于

同期住院的轮状病毒检出率，证实轮状病毒是重症

腹泻的主要病原。本次调查轮状病毒的季节和年龄

分布与以往的报道一致“o J，也类同于世界其他温带

地区国家的报道“1。。本研究中轮状病毒腹泻患儿

人院前呕吐比例，大大超过非轮状病毒腹泻，提示今

后在轮状病毒监测中同时要考虑采集仅有呕吐而尚

无腹泻症状患儿的呕吐物标本，以全面评估轮状病

毒感染情况。

哨点医院3年监测期内Gl型轮状病毒

(55．3％)是流行优势株，但1999年4月至2000年

3月(丑型轮状病毒(50 0％)成为流行优势株。这

与北京市同期其他地区调查结果相吻合，比如1998

年在北京市大兴区调查发现轮状病毒血清型为(“

(67．0％)、G3(33．0％)，而同期北京友谊医院则为

Gl(75．6％)、(习(17．1％)；1999年在丰台区调查轮

状病毒血清型为G2(50．0％)、G1(31．8％)，而同期

北京友谊医院则为G2(50 0％)、G1(39．6％)。这

种轮状病毒流行优势株随不同年代变化也见于国内

其他地区“21和其他国家的报道“⋯。

在进行疾病负担评估时，应引起重视的一种现

象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患儿家长选择门诊静脉补液

而不住院治疗，这可能与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独生

子女和／或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中患儿住院天数高

于其他的报道⋯1，尚待更多监测资料分析。3年监

测中有10例腹泻患儿死亡，其中有4例可能为轮状

病毒腹泻死亡。这一现象与北京市儿童医院情况类

似，但长春市儿童医院多年来一直未有腹泻患儿死

亡病例。北京和长春市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友谊

医院腹泻住院患儿较多来源于家住城郊农村的外来

务工流动人口(26／48，54 2％)，患儿往往来就诊时

病情已很重，并常伴有其他感染(32／48，66．7％)，

因此抢救无效而死亡。

此外，本研究主要监测重症腹泻患者，所以住院

患者粪便标本收集率(51．1％)明显高于门诊

(26．2％)(P<0 05)，但总体上标本收集率不够高，

这是今后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为确定我国轮状病

毒疾病负担，更规范的研究正在全国城市儿童医院

表2北京友谊医院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轮状病毒G血清型的分布

年份
标本 轮状病毒 G分型

份数 阳性数阳性率(％) G1 G2 G3 G4
未分型 混和型

lq98一-1999 175 43 24 6 33(76 7) 2(4．7) 7(16 3) l(2 3) 1(2 3) 1(2．3)

1999—2000 173 48 27 7 19(39 6) 24(50 0) 5(10 4) 0(0 0) 0(0 0) 0(0 0)

20【)I)～200l 136 32 23 5 16(50 0) 7(21 9) 0(0 0) 0(0 0) 9(28 1) 0(0 0)

台计 484 123 25 4 68(55 3) 33(26 8) 12(9 8) I(0 8) lO(8 t) 1(0 8)

注：括号内为百分比，括号外为分型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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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进行。本研究可作为今后轮状病毒哨点监测

的借鉴并为北京市应用轮状病毒疫苗提供了准确的

轮状病毒流行病学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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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监狱干警人群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王家超 忍叫l 6

为掌握乙型肝炎病毒(}璐v)在监狱干警人群中感染状

况和流行趋势，对该人群进行了船vJ缸清流行病学调查。
l埘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某监狱15个监区131个中

队l 236名基层监狱人民警察，全部为男性，年龄18～59岁

(平均年龄30岁±2 65岁)。以中队为单位，采取普查方式，

统·按流行病学调查表格询问调查；同时采集静脉血l 236

人份。乙肝血清标志物检测用ELIsA法。感染率计算以

邗kAg、抗一卜Ⅲs、抗一HBc中有一项或以上阳性即判断为HBv

感染。资料数据用二项分布和f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1)干警人群中HHv自然感染率为35 96％，低于全省

水平；抗卜Ⅱk阳性率为23．56％，且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Ⅱk矩携带率8．84％，与全省水平相当，50～岁年龄组携带

率最高，为15 56％，明显高于全省水平，差异有十分显著性

意义(一=7．71％，P<O 01)。

(2)检出的108例}Ⅱhk阳性者分布于47个中队，占总

中队数的35 88％，测定ⅧkAg阳性中队分布不呈二项式分

布，与ⅫjsAg家庭聚集性非常相似，表明}玎3sAg分布有明显

的“中队聚集性”。2例以上阳性中队占阳性中队数的

63．83％，其中最多的一个中队9名干警中有5人阳性。

(3)50～岁年龄组人群中}Ⅱk舨携带者14人，进一步检

查．其中单纯性Ⅷ瑚k阳性2人(14 29％)，}噩=jsAg、抗一m、

作者单位：231058庐江，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卫生防疫站

痍病控制科

·疾病控制·

抗一卜Ⅱk阳性7人(50％)，Ⅻ弛咄、}琚eAg、抗一}正k阳性5人

(35 71％)。5人伴有抗一}正k IgM阳性。

3．讨论：调查表明干警人群中}珏Ⅳ自然感染率较低，为
35 96％，抗}正k阳性率为23 56％，显示该人群的低免疫状

态。}Ⅱ强堍携带率为8 84％，与全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基本

一致。据研究人群中}噩kAg感染一般在婴幼儿和青壮年形

成高峰，此次调查中高年龄组(50～岁)人群中ⅫⅫk携带

率高达15．56％，且携带者中35 71％有近期急性感染或慢性

活动性表现，可能是该组人群感染时年龄偏大，生理机能下

降，机体免疫力不强，易转为病毒携带者和急慢性乙肝患者，

预后不良。提示本区高年龄组人群可能也是乙肝防治的重

点人群，需进一步研究观察。

该监狱属农场性质，地处偏僻，以中队为单位，常年从事

农业生产，中队干警长期生括在一起，工作、生活、饮食、起居

等密切接触。}m咄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早有报道，且与
乙肝疫苗的应用和家庭及个人卫生条件等有关。本次调查

显示}Ⅱhk分布有明显的“中队聚集性”，聚集率为

63 83％。这可能由于中队干警长期密切接触造成相互感染

和传播。提示，乙肝除通过血液、性、母婴传播外，特殊环境

和特殊人群中生活密切接触传播不容忽视。建议：对该特殊

人群针对性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对“高危中队”未感染个体实

施疫苗接种，进行免疫预防。

(收稿日期：2003—02—28)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