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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湖北省仙桃地区
"&!"

年捕获鼠类种类和携带汉坦病毒情况!分析汉坦病毒的基因特征%

方法
!

在湖北省仙桃地区以夹夜法捕鼠%无菌解剖后取鼠肺提取总
S\.

!荧光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汉坦病毒!阳性

标本进行病毒
[

片段序列测定和进化分析%结果
!

捕获鼠类共
!&&

只!其中黑线姬鼠
')

只!占
'),

#褐家鼠
'

只!

占
',

#小家鼠
!#

只!占
!#,

#黄胸鼠
!%

只!占
!%,

%共检出汉坦病毒核酸阳性鼠肺
"

只!分型为汉滩型%结论
!

仙桃地区汉坦病毒宿主以黑线姬鼠为主!所携带病毒以汉滩型为主!基因型有明显地域特点!属于文献报道的新亚

型%

"关键词#

!

汉坦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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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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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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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

HT

&在临床上主要引起欧亚大陆的肾综合征

出血热和美洲地区的
HT

肺综合征*我国为肾综合征出血热

高危流行区#涉及
"'

个省)市)自治区#约占全球发病总数的

*&,

以上/

!

0

*近年来#湖北省肾综合征出血热在仙桃等局部地

区疫情上升较快#在地区分布上#湖北省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

呈明显聚集性特征*本研究通过监控流行地区鼠种及
HT

感

染情况#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了
HT

的检测和序列分

析#了解本地区
HT

毒株的型别和特征#为制订有针对性的肾

综合征出血热预防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在湖北省仙桃市采用夹夜

法捕鼠*现场鉴定鼠种并无菌解剖取鼠肺组织#置
_%&g

冰

箱保存*

$$/

!

S\.

的提取
!

利用组织研磨器均质鼠肺后#参照
fU./

R̀\

公司
S3486

B

Y<3<V<7

提取试剂使用说明书进行*

$$'

!

HT

的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ZWS

&

!

使用上海之江公司的

HT

荧光
ZWS

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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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

片段的扩增和测序
!

对
HT

的荧光
ZWS

阳性样

本的
S\.

使用
[2

@

456;5<

@

0Y

&

逆转录酶和
Z!)

引物$

+/0.̀

0.̀ 0.̀ .W0WW/#J

&#按说明书合成
;M\.

*

[

部分片段扩

增方法参考文献/

"

0*反应产物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测序*

$$2

!

系统发生分析和同源性分析
!

用
O<1R<-7

软件对测序结

果进行拼接*将结果登陆
4̀3O83P

数据库进行序列比对#用

YR̀ .+$"

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研究中用于比较的毒株来

源
4̀3O83P

#见表
!

*

表
!

!

研究中相关比较毒株及来源

毒株 基因型 宿主 来源
4̀34:83P

序列号

a2983.8K!& H0\T

黑线姬鼠 中国湖北
Kf''+*&'

H2O4<H2&" H0\T

人 中国湖北
Kf''+*&+

Ẁ H2" H0\T

人 中国贵州
RL#'#(!#

Ẁ S3+# H0\T

褐家鼠 中国贵州
RG**&*&%

()GQ< H0\T

人 中国陕西
.G#''+'(

HT&&) H0\T

黑线姬鼠 中国湖北
Kf&(##*+

R!)" H0\T _

中国云南
.G"(('))

Vc H0\T

实验室大鼠 中国云南
L̀!)&&*(

S̀* H0\T _

中国广州
.G"(("*'

[C92"&!":! H0\T

人 中国西安
VW())""'

i!& H0\T

人 中国浙江
.G!()*(%

i+ H0\T _

中国浙江
RG!&#!*+

W.&*&("&&% H0\T

鼠 中国西安
Hf(#))**

H2 H0\T

人 中国湖北
.O&"%!!!

O81!) H0\T

黑线姬鼠 中国黑龙江
.O!"%**(

Q13

Ed

283.8/!&/)' H0\T

黑线姬鼠 中国
Kf*!"%+)

H+ H0\T

人 中国黑龙江
.O!"%**'

%'/!!( H0\T

黑线姬鼠 韩国
Y!)'"'

\Y/H!& [\T

鼠 美国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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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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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未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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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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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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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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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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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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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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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类的构成和带毒情况
!

"&!"

年仙桃地区捕获鼠类共

!&&

只#其中黑线姬鼠
')

只#占
'),

%褐家鼠
'

只#占
',

%小家

鼠
!#

只#占
!#,

%黄胸鼠
!%

只#占
!%,

*在黑线姬鼠中检出

HT

核酸阳性鼠肺
"

只#编号分别为
I0&!+

)

I0&!'

*

/$/

!

病毒
[

基因片段的序列分析及系统发育分析
!

I<83/

781!+

)

I<83781!'

测序结果提交
\WOUOQ.[0

进行对比#结果

提示其与湖北省地区汉滩型$

9837833

#

H0\T

&型病毒毒株序

列一致性最高#为
*%,

*与其他
H0\T

序列一致性为
*&,

!

*!,

*这表明检测到的病毒分型为汉滩型*系统进化分析用

YR̀ .+$"

软件对
4̀3O83P

的其他毒株进行系统进化分析*

结果见图
!

*

图
!

!

基于
[

片段部分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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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肾综合征出血热是以鼠类为主要传染途径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鼠密度)宿主动物病毒感染率及与人群接触机会的不同#

均能影响该病传播*其中
HT

和宿主间有最为紧密的对应关

系#一种宿主一般只携带一种
HT

#因此宿主动物的种群类别

决定了其携带的
HT

型别和人间
HT

流行强度*本研究调查

发现#湖北省仙桃地区的啮齿动物
HT

携带率为
",

#优势鼠

种是黑线姬鼠#也是
HT

的主要传染源*武汉地区肾综合征

出血热发病数相对较高的江夏区)新洲区
"&&*

!

"&!!

年携带

率是
)$&+,

/

#

0

*相比以上地区#仙桃啮齿动物
HT

携带率还

处在较低水平*

HT

至少有
)&

多种血清型或基因型#每一种血清型或基

因型由
!

种或几种密切相关的啮齿动物携带传播#与宿主共进

化#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区聚集现象#许多疫区都存在着各自的

优势
HT

基因型或亚型/

)/+

0

*过去的研究表明#通过病毒基因

组核苷酸序列的分子进化分析#

H0\T

可分为
*

个亚型/

+/'

0

*

湖北省肾综合征出血热患者中曾检测到
H0\T

第
%

和第
*

亚

型/

%/(

0

*最新相关文献报道#湖北省存在
!

个
H0\T

新亚

型/

*

0

*本研究中#测序的
I<83781!+

"

I<83781!'

毒株
[

片段和

报道的新亚型
HT&&)

株明显处于同一分支#序列比对也显示

同源性达到
*%,

*由此可见#

I<83781!+

"

I<83781!'

也属于这

一新亚型*研究结果提示#近来湖北
HT

流行毒株以新亚型

为主#新亚型的出现是否是引起湖北省局部肾综合征出血热疫

情上升到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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