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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情况调查

张希兰"山东省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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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了解本地区婴幼儿
,

组轮状病毒"

'Y

#的感染状况$方法
!

采用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对山

东省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

年
!!

月至
2"!"

年
!"

月收治的
-#2

例婴幼儿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进行
,

组
'Y

抗

原检测$结果
!

在
-#2

份婴幼儿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中共检出
'Y

阳性标本
!5/

例!阳性率为
#04#X

'其中在
2

%

#

月份共有
$0

例
'Y

阳性粪便被检出!占
5-4$X

!在
0

个月至
2

岁年龄段的婴幼儿中有
32

例
'Y

阳性标本!占

5$40X

!被检出的
!5/

例
'Y

阳性标本中有男性患儿
$#

例!占
5243X

'女性患儿
/-

例!占
-/4!X

$结论
!

,

组
'Y

是引起的婴幼儿急性腹泻的主要病原!每年冬季
!!

月到次年
!

月份最为集中!其中
0

个月至
2

岁年龄段为婴幼儿

,

组
'Y

感染的高峰期$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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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

!

感染'

!

腹泻'

!

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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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造成人类腹泻的轮状病毒$

'Y

%只有
,

,

U

,

&

组#人们

较为熟悉的婴幼儿腹泻病毒是
,

组轮状病毒毒#

U

组至今只

在我国曾有暴发流行#

&

组仅有个别发现)轮状病毒在世界范

围内分布广泛#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

组轮状病毒是引起婴

幼儿非细菌性腹泻的重要病原体#其引起的腹泻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是导致婴幼儿发病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婴幼儿

,

组轮状病毒的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对
,

组轮状病毒引起婴幼儿腹泻的治疗以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本地区
,

组轮状病毒引起婴幼儿腹泻的情况#本研究

对本院
2""3

年
!!

月至
2"!"

年
!"

月收治的
-#2

例婴幼儿腹

泻患儿的粪便标本进行了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采集本院门诊及住院部在
2""3

年
!"

月至

2"!"

年
3

月收治的腹泻患儿新鲜粪便标本
-#2

份#均为稀水

样或蛋花样性状标本#其中有
2-3

例男性患儿#

!$#

例女性患

儿#年龄
!-I

至
#

岁#平均
!40

岁)

$4/

!

检测试剂
!

,

组轮状病毒诊断试纸条由上海金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均在有效期内)

$4'

!

检测原理
!

采用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将羊抗
,

组轮

状病毒多克隆抗体包被在硝酸纤维素膜上的检测区作为检测

线#同时在该区包被羊抗鼠免疫球蛋白
1

$

a

H

1

%作为对照线#利

用胶体金对
,

组轮状病毒单克隆抗体进行标记#如果被检测

标本内含有
,

组轮状病毒#则其与试纸条前端的抗体结合形

成免疫复合物后沿膜带层析移动#并在检测区形成显红色#即

为阳性)

$41

!

检测方法
!

用采便勺取粪便标本约
!""F

H

#放入装有
3

倍体积生理盐水稀释液的试管中#搅拌混匀后静置#取
#

!

-

滴

标本上清液垂直滴加在试纸条加样端中部#于室温水平静置
5

!

!"F@A

#观察并判断结果)

$42

!

结果判定性
!

阳性!在检测区与对照区均出现红色线)

阴性!仅在对照区出现一条红线)无效!对照区无红线出现#即

为实验无效#应再次进行检测)

$4)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4"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2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4$

!

检测结果
!

在
-#2

份婴幼儿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中共检

出
'Y

阳性标本
!5/

例#阳性率为
#04#X

#男性患儿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4"2X

#女性患儿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435X

#二者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4/

!

不同年龄段的检出情况
!

年龄
0

个月以下患儿检出
#5

例#阳性率为
#54/!X

#

0

个月至
!

岁患儿检出阳性
5!

例#阳性

率为
-54!#X

#

&

!

!

2

岁患儿检出
5-

例#阳性率为
-345-X

#

&

2

!

#

岁患儿检出
2/

例#阳性率为
2-4!!X

)

0

个月至
!

岁和
&

-

50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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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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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岁患儿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组患儿#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4"5

%#见表
2

)

表
!

!

婴幼儿腹泻患儿粪便标本
'Y

检出结果比较

性别
4

阳性数 阴性数 阳性率$

X

%

男
2#/ $# !00 #54"2

女
!35 /- !"3 #/435

合计
-#2 !5/ 2/5 #04#-

/4'

!

不同月份的检出情况
!

一年中不同月份的阳性检出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

!

!2

月份阳性率显著高于其

他月份#

/

月份阳性率最低#见表
#

)

表
2

!

阳性标本不同年龄段的检出情况

年龄段
4

阳性数 阳性率$

X

% 比例$

X

%

$

0

个月
3$ #5 #54/! 22423

0

个月至
!

岁
!!# 5! -54!# #24-$

&

!

!

2

岁
!"3 5- -345- #-4#3

&

2

!

#

岁
!!2 2/ 2-4!! !/42"

总计
-#2 !5/ #04#- #04#-

表
#

!

阳性标本不同月份的检出情况

项目
!

月
2

月
#

月
-

月
5

月
0

月
/

月
$

月
3

月
!"

月
!!

月
!2

月

4 !3 !5 !/ #! 23 #2 ## 2$ #0 0$ /0 -$

阳性数
5 - 5 $ / $ 0 0 !2 2$ -2 20

阳性率$

X

%

204#2 2040/ 234-! 254$! 2-4!- 254"" !$4!$ 2!4-# ##4## -!4!$ 55420 5-4!/

构成比$

X

%

#4!$ 2455 #4!$ 54!" -4-0 54!" #4$2 #4$2 /40- !/4$# 204/5 !0450

'

!

讨
!!

论

轮状病毒是一种
'),

病毒#根据其基因结构以及抗原性

可被分为
,

,

U

,

&

,

+

,

\

,

d

,

1/

组#其中
,

组轮状病毒引起的婴

幼儿腹泻发病率高#其引起的轮状病毒肠炎是婴幼儿腹泻最常

见的病因)

,

组轮状病毒在空气或者物体表面可存活
2

!

#I

#

粪
6

口传播是轮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由于婴幼儿的免疫力

较低#并且胃肠道发育未完全#因此多由其他儿童或携带病毒

的父母所感染)本研究结果表明
,

组轮状病毒的感染主要集

中在
0

个月至
2

岁年龄段的婴幼儿#而且在
!!

,

!2

月份最为集

中)

!!

,

!2

月份是较为寒冷的冬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较低#

对病毒膜粒形成气溶胶而其播散极为有利#与病原学以及流行

病学研究结果相符)婴幼儿在感染轮状病毒后#病毒在其小肠

绒毛细胞内大量增殖#造成绒毛细胞的溶解及死亡#导致小肠

微绒毛细胞的萎缩和脱落#从而引起严重的腹泻#造成机体脱

水或电解质紊乱#甚至导致婴幼儿死亡)轮状病毒感染不仅可

以在胃肠内感染#还可以引起肠道外的多种损伤)因此#要加

强对感染高发季节易感年龄段的婴幼儿的预防和保护#降低婴

幼儿
,

组轮状病毒的感染率)临床上要重视腹泻患儿#对其

进行轮状病毒的抗原检测#以便尽早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避

免抗菌药的滥用#对于临床的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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