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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通讯作者#

3#8GJB

!

K

N

RGK

7N

JGK

6

JK

7%

(JKG+M?8

*

!临床探讨!

南京地区腹泻患者轮状病毒检测结果分析

荀神美!王建平&

!童兰庭!裴银桃!孔
!

莉!张梅香!陈炜钢!魏晓巍"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检验科!南京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南京地区轮状病毒"

WY

$分子流行病学动态变化特征(流行季节及年龄分布!为腹泻患者

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选取
),,5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
5=,,

例#

),

岁以

上年龄的成人粪便标本
*.%

例!胶体金法检测
WY

水平%结果
!

5=,,

例腹泻患儿
WY

阳性率为
).+,5T

!男(女阳

性率分别为
).+$1T

(

)-+5-T

!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B

#

,+,-

$#

*.%

例成人阳性率为
$%+1-T

!男(

女阳性率分别为
$5+,)T

(

$%+=%T

!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B

#

,+,-

$%不同年份"

),,5

(

),$,

(

),$$

(

),$)

和
),$*

年$患儿
WY

阳性率为
$5+11T

(

)5+.,T

(

)-+5=T

(

))+5,T

和
)%+=.T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不同年龄组"

,

'%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患儿
WY

阳性率分别为

)$+%%T

(

)1+$5T

(

)%+$5T

(

$5+%,T

(

$-+)=T

和
$)+1,T

!其
WY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B

%

,+,-

$%

WY

检出的月份分布不同!

$

'

$)

月阳性率分别为
)5+,=T

(

)$+$5T

(

)-+$*T

(

))+55T

(

$-+.,T

(

%+-5T

(

%+*1T

(

$$+=-T

(

$$+%*T

(

)5+$*T

(

=.+,5T

(

=$+*)T

!不同月份
WY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结论
!

WY

是南京地区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

$

'%

)

岁和
)

'%

*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其阳性构成比为

%5+.,T

#

$,

月至次年
$

月份
WY

检出率较高!此
=

个月份的高峰期的
WY

感染性腹泻的患儿占全年的
WY

感染性

腹泻患儿的
1$+,=T

%引起婴幼儿腹泻的
WY

感染与年龄和月份"气候$有关%流行高峰期应尽早对腹泻的婴幼儿

进行
WY

的检测!进行合理治疗!防治严重并发症%同时成人感染率也高达
$%+1-T

!应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

"关键词#

!

轮状病毒#

!

腹泻#

!

流行病学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5=--

"

),$-

$

$.#)=*1#,*

!!

婴幼儿腹泻是常见病)多发病#而轮状病毒$

WY

&是婴幼儿

腹泻的主要致病因子#

WY

主要分为
/

)

9

)

&*

组#其中
/

组致

婴幼儿腹泻#

9

组与成人腹泻有关#

&

组可引起人类腹泻但较

少+

$

,

*

/

群
WY

引起的婴幼儿腹泻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以秋

冬季发病#俗称0秋季腹泻1#具有一定的流行性#发病快#水样

便#易引起脱水#严重者可发生休克#危及生命*近年来报道的

文献一般从流行季节和婴幼儿腹泻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

,

*本

文从月份和整个年龄段的
WY

感染状况进行探讨#便于了解本

地区
WY

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表现#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是降

低病死率的有效手段*为此#选取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诊腹泻患儿的
5=,,

例和腹泻成人患者
*.%

例粪

便标本检测的
WY

阳性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本

部和东院&就诊患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
5=,,

例#其中男
-11,

例#女
*.*,

例#性别比为
$+-5a$

#住院
)%$*

例#门诊
.-%1

例%年龄
,

'%

$

岁为
-==

例)

$

'%

)

岁为
.15,

例)

)

'%

*

岁

为
$)=-

例)

*

'%

=

岁为
*55

例)

=

'%

-

岁为
$.=

例)

-

'

),

岁

为
)-)

例*按年分类
),,5

年
).*

例)

),$,

年
-%$

例)

),$$

年

),),

例)

),$)

年
)%$%

例)

),$*

年
*1$%

例*另外收集
),

岁及

以上年龄的成人粪便标本
*.%

例#男
$%=

例#女
$%=

例*婴幼

儿腹泻的诊断标准为大便次数增多#呈水样)蛋花汤样)稀

糊样*

$+/

!

方法
!

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及免疫层析分析技术$胶体金

法&#进行
WY

检测*

WY

诊断试剂盒为艾博生物医药$杭州&

有限公司所生产*取粪便约
$,,8

7

#放入装有样本稀释液的

滴管中#旋紧滴管#震荡混匀#折断滴管上的盖帽*将测试卡平

放干燥平面上*垂直而缓慢滴加
)

'

*

滴混匀后的样本至测试

卡加样端中心*

-

'

$,8JK

内判断结果*阳性$

i

&两条红色

条带出现%阴性$

_

&仅质控区出现一条红色条带%无效结果质

控区未出现红色条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统计

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腹泻患者
WY

检出率
!

5=,,

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中共

检出
WY)=-)

例#阳性率为
).+,5T

#男)女阳性检出率分别

为
).+$1T

$

$-$,

"

-11,

&)

)-+5-T

$

5=),

"

*.*,

&#男女阳性检

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B

#

,+,-

&%

*.%

例成人阳

性率为
$%+1-T

$

.5

"

*.%

&#男)女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5+,)T

$

*-

"

$%=

&)

$%+=%T

$

*=

"

$%=

&#男女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B

#

,+,-

&*

/+/

!

不同年份的患儿
WY

检出率
!

由于本院
),,5

年将本部

儿科和妇产科整体迁入东院成立儿童医学中心#随着儿童医学

中心的发展#门诊量逐年增加#

),,5

'

),$*

年
WY

检出率有所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不同#以
),$,

年和
),$*

年检出率最高*男女阳性检出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不同年份的患儿
WY

阳性

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B

%

,+,-

&*见

表
$

*

/+'

!

不同年龄患儿
WY

检出率
!

不同年龄组中
WY

检出率不

同#

$

'%

)

岁和
)

'%

*

岁年龄组阳性检出最高#其阳性构成比

为
%5+.,T

$

)$51

"

)=-)

&%另外
*

个年龄组阳性构成比仅为

$,+=,T

$

)--

"

)=-)

&*

$

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腹泻患儿的就诊

人数和
WY

阳性检出率逐渐下降*

.

个年龄组腹泻患儿
WY

阳

性总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B

%

,+,-

&%且各年

龄组患儿与成人腹泻
WY

阳性检出率$

%+55T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1

!

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WY

检出率比较
!

$,

月至次年
$

月

份阳性率比较高#此
=

个月份的高峰期的
WY

感染性腹泻的患

儿占全年的
WY

感染性腹泻患儿的
1$+,=T

$

$1=)

"

)=-)

&%另

外
%

个月份占
)%+5.T

$

1$,

"

)=-)

&*

.

月至
5

月阳性检出率比

较低*

$)

个月份组腹泻患儿
WY

阳性总检出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份
WY

检出结果

年份
%

男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女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总阳性率$

T

&

),,5 ).* $1, *) $%+%) 5* ), )$+-$ $5+11

),$, -%$ *-% $,5 *,+=- ))* .* )%+)-

)5+.,

+

),$$ ),), $)$1 *)) ).+=. %,* ),) )-+$-

)-+5=

+

),$) )%$% $1), =$1 )=+)= $,5% ))5 ),+%. ))+5,

),$* *1$% )*,- .*, )1+** $=$* =)% *,+)5

)%+=.

+

合计
5=,, -11, $-$, ).+$1 *.*, 5=) )-+5- ).+,5

!!

注!与
),,5

年比较#

+

B

%

,+,-

*

表
)

!

不同年龄组腹泻患儿
WY

检出结果分析

年龄

$岁&

%

男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女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构成比

$

T

&

总阳性率

$

T

&

,

'%

$ -== *-) %= )*+%. $5) *- $%+)* =+%- )$+%%

$

'%

) .15, =$)5 $$*$ )1+*5 )..$ 1$- ).+%1 1.+,) )1+$5

+

)

'%

* $)=- 1%. )$5 )1+%. =-5 $*) )%+1. $=+*) )%+$5

+

*

'%

= *55 )55 =5 $.+*5 $** *, ))+-. *+)) $5+%,

=

'%

- $.= 5= $- $-+5. 1, $, $=+)5 $+,) $-+)=

-

'%

), )-) $=$ $) %+-$ 1) ), )1+1% $+*$ $)+1,

合计
5=,, -11, $-$, ).+$1 *.*, 5=) )-+5- $,,+,, ).+,5

!!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

B

%

,+,-

*

表
*

!

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WY

检出结果比较

月份
%

男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女童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T

&

构成比

$

T

&

总阳性率

$

T

&

$ 1,. === $)- )%+$- ).) %, *,+-* %+*. )5+,=

+

) =%= )5- .$ ),+.% $5$ =) )$+55 =+), )$+$5

+

* -=- *=, %$ )*+%) ),- -. )1+*) -+-5 )-+$=

+

= =*- ).1 .. )=+1) $.% *= ),+)= =+,% ))+55

+

- -,, )%. =1 $.+=* )$= *$ $=+=5 *+$% $-+.,

. -)= *$= )- 1+5. )$, ), 5+-) $+%= %+-5

!

1 .%$ =,= *, 1+=* )11 )1 5+1- )+** %+*1

!

% %-. -$$ -1 $,+-1 *=- =$ $$+%% =+,, $$+=-

!

5 11% =1% -, $,+=. *,, =) $=+,, *+1- $$+%*

!

$, $$1= 1*$ )$, )%+1* ==* $*) )5+%, $*+5- )5+$*

+

$$ $-*= 5=* === =1+,% -5$ ).* ==+-, )%+%* =.+,5

+

$) $$%$ 1-1 *,5 =,+%) =)= $15 =)+)) $5+5, =$+*)

+

合计
5=,, -11, $-$, ).+$1 *.*, 5=) )-+5- $,,+,, ).+,5

!!

注!与
-

月份比较#

+

B

%

,+,-

%

!

B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

!

讨
!!

论

WY

是一种双链核糖核酸病毒#属于呼肠孤病毒科*但由

于
WY

感染途径多样#通过亲密接触)粪
#

口途径传播)呼吸道

传播#因此对于高危人群进行重点预防尤其重要+

=

,

*目前世界

卫生组织已将预防
WY

腹泻列入扩大预防接种的目标+

-

,

*

WY

感染在大部分国家全年都可发生#但流行高峰一般在寒冷的秋

冬季+

.

,

*我国每年的
$,

月至次年的
*

月是高发季节*

本试验采用金标免疫层析法检测腹泻粪便中
WY

#文献

+

1

,报道该方法与
W>#[&W

法阳性符合率为
5.+11T

*可见#

金标免疫层析法的检测结果准确#对
WY

阳性的判断符合临床

诊断的要求*该法操作简单易行#能快速出结果#有利于小儿

腹泻的早期诊断#具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文通过近
-

年来采集
5=,,

份腹泻患儿粪便标本
WY

检测结果显示#

),,5

'

),$*

年南京地区腹泻患儿
WY

感染总

阳性率为
).+,5T

#男女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B

#

,+,-

&%与成人的感染率
$%+1-T

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腹泻患儿的
WY

阳性率低于李梅+

%

,

报道的
=)+*,T

阳性检出率#这可能与检测的方法不同有关*

本试验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及免疫层析分析技术的胶体金法#而

李梅采用的是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

[/&3

&或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

3"!4/

&检测
WY

#同时与整个社会生活水平$营养状况)

卫生环境等&和卫生习惯的逐年提高也有关系#但与文献+

5

,报

道基本一致*同时本研究显示成人
WY

的感染高达
$%+1-T

#

应引起临床医务人员的重视*

从本次研究的
WY

感染流行病学的特点来看#

$

'%

)

岁

和
)

'%

*

岁年龄组患儿
WY

感染发生的阳性检出率最高#分

别为
)1+$5T

和
)%+$5T

#其阳性构成比为
%5+.,T

$

)$51

"

)=-)

&%另外
=

个年龄组阳性构成比仅为
$,+=,T

$

)--

"

)=-)

&*说明该年龄段婴幼儿是
WY

腹泻的高发人群#应引起

全社会的重视*本研究也表明
$

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腹泻患

儿的就诊人数和
WY

阳性检出率逐迁下降*

.

个年龄组腹泻

患儿
WY

阳性总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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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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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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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WY

腹泻患儿主要集中在小于
*

岁的婴幼儿#

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报道相似+

$,#$$

,

*考虑主要与此年龄段儿

童来自母体的保护性抗体逐渐减少#失去被动免疫#主动免疫

处于建立过程中#此时抵抗力最差#故
WY

抗原的检出率高*

导致对
WY

的特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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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产生不足#且肠道局部分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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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不足等因素有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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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儿童的免疫功

能日益增强#具有保护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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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高#加之以往可能暴

露于
WY

而产生了主动免疫#其感染呈下降趋势#所以发病率

较低*

WY

是引起婴幼儿腹泻的重要病原体#

WY

感染与性别无

关#感染的高峰季节随时间和区域不同而有所变动#世界各地

均有散发和流行的报道*

WY

在热带地区国家#全年均可发

病#无明显季节性#在温带国家#发病率在寒冷秋冬季最高#夏

季最低#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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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发病与寒冷)干燥和降水量少呈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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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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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最高#南

方地区高峰期则比北方地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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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从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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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阳性率的分

析#说明了南京地区
WY

感染腹泻季节高峰在
$,

月份至次年

的
$

月份#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此
=

个月份的高峰期的
WY

感染性腹泻的患儿占全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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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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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其他学者的研究偏向于季

度#本文的研究是以月份为单位的#时间跨度长#样本量大#对

患儿腹泻
WY

感染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检出率的差异可能

与试验方法)地域气候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与大气中
[X)+-

的

水平是否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研究*

综上所述#

WY

分布广泛#且有明显的季节性#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卫生状况的改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患

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尤其是
)

岁以下婴幼儿#所以应当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定期对婴儿室严格消毒%提倡母婴同室%

重视水源卫生%儿童玩具和活动场所消毒%及时对
,+-

'

)+,

岁

幼儿接种
WY

疫苗*同时及时检测腹泻患儿
WY

抗原#为临床

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采取正确有效的治疗措施是非常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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