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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2!&*)+ 年济南市哨点医院食源性诺如病毒感染病例

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杨丽!段德水!孙婷!刘守钦!孙延斌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济南(&%**&)#

摘(要!目的(了解济南市哨点医院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中诺如病毒感染类型以及流行病学状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采集 &*)2 年 ) 月.&*)+ 年 )& 月济南市 & 家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哨点医院的腹泻病例粪便标本!并收集病
例的临床症状资料和流行病学资料" 结果(共收集 ) &,& 份病例标本!诺如病毒阳性率为 )4A%4c#&2*0) &,&%!其
中 ZWW基因型占 L%A2&c#)4)0&2*%" 不同性别的诺如病毒感染病例以及 ZW和 ZWW基因型病例阳性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G*A*%%&& 种基因型各年龄段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LA,)&!!@*A**)&#& h2&A&4%!!@
*A**)%" 第一和第四季度诺如病毒阳性率高于其他季度!具有季节性分布特点" &2* 例诺如病毒阳性病例中以单
纯腹泻症状为主 #%2A)Lc!)’*0&2*%!其次为腹泻 w呕吐症状 # )4AL%c!2%0&2* %&腹泻强度以中度腹泻为主
#’4AL%c!,’0&2*%!平均腹泻频次为 %A4& 次0S!粪便性状均以水样便为主#,’AL%c!&&%0&2*%" 诺如病毒阳性病
例出现呕吐症状的比例为 ’*A**c#L&0&2*%!呕吐频次以 ) m& 次0S 居多" 可疑暴露食物种类以肉与肉制品所占
比例最高!其次为水产动物及其制品和乳及乳制品!占比分别为 &*A**c #240&2*%$)4A’’c #220&2*%和 )%A**c
#’+0&2*%" 结论(济南市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诺如病毒感染类型以 ZWW基因型为主!全年流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婴幼儿为易感人群" 应针对诺如病毒感染的季节性特点!以及暴露人群易感程度的差异和暴露食品种类不同
的特点!加强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的监测$识别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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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K525>&278"D.d$归属于杯状病毒科诺
如病毒属"根据其基因组同源性特征可分为 ZWmZdW
+ 个基因组) 其中 ZW和 ZWW较常见"是引起人类急性
胃肠炎的 & 个主要基因组’)( ) 该病毒流行区域广泛"
以肠道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污染水源*食物以及环境
接触等方式在人群中传播"具有传染性强和传播能力
快等特点’&( ) 据世界卫生组织#\"Y$报道’’( "全球
每年因 D.d感染造成 +A4+ 亿腹泻病例和约 &) 万死
亡病例"其中 4%c的腹泻病例及 ,,c的死亡病例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是目前全球公认的非细菌性急性胃
肠炎散发病例和暴发疫情的主要病原’2#%( ) &*)% 年
\"Y首次发布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的评估"确定
D.d为全球引起食源性疾病的主要病原"也是引起食
源性疾病死亡五大致病因子之一’+( )

目前"国内外对 D.d感染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群
的暴发疫情监测调查"而对非聚集性食源性散发病
例开展的流行病学研究相对较少 ’&"L#4( ) 本研究选
取 &*)2!&*)+ 年济南市 & 家医疗机构作为哨点医
院"对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开展连续监测"旨在了
解食源性 D.d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点"明
确济南市食源性 D.d感染的基因型别和流行规律"
为今后的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A)(材料
)A)A)(监测机构选择

本研究综合考虑实验室检测能力和地域代表
性以及可操作性"选取济南市综合性医院和儿童医
院各 ) 家医疗机构作为哨点医院"负责病例筛选*信
息收集和标本采集)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 D.d检测和复核)
)A)A&(病例定义

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本研究仅对就诊病例进
行筛选"符合以下 ’ 个条件"即可纳入食源性散发腹
泻病例%%患者主诉或门诊医生认为由食品或怀疑
(((

由食品引起的"以腹泻症状为主的就诊病例&&腹
泻是指 &2 3 内排便 ’ 次或 ’ 次以上"且粪便性状异
常"如稀便*水样便*粘液便或脓血便等&’排除暴
发病例"仅纳入呈散发状态的腹泻病例"即在发病
时间及地点上腹泻病例之间无相关性和聚集性)

D.d阳性病例%符合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的 ’
个条件"且粪便标本经 D.d核酸检测为阳性"即判
定为 D.d阳性病例)
)A)A’(信息收集和标本来源

哨点医院负责病例的筛选和病例人口学信息
#性别*年龄*职业*住址$*临床信息#发病日期*就
诊日期*症状*餐饮情况等$的收集) 哨点医院负责
粪便标本采集) 使用无菌采样杯采集病例约 % P粪
便标本"放置于清洁*干燥*无吸水性的无菌密闭容
器内"’* -H> 内保存于 e&* f冰箱中"由专人负责
用冷藏箱#配备冰袋$运送至实验室检测)
)A)A2(主要仪器与试剂

EPH/:><M[’**%7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8_#758$仪*涡流混合器均购自美国安捷伦) 检测
ZW*ZWW组诺如病毒核酸试剂盒#山东艾克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具体操作均按试剂盒说明书执行)
)A&(方法
)A&A)(核酸检测与基因分型 ’,(

主要依据 &*)2!&*)+ 年-国家食品微生物风险
监测工作手册.) 检测流程分为标本前处理*8DE
提取*8_#758检测和基因测序分型等步骤) 诺如
病毒 ZW和 ZWW基因组检测使用多重 8_#758"扩增
引物及其 758产物信息见表 ))
)A&A&(结果判定

每次 8_#758试验都应设置阴性对照和阳性对
照"阳性对照为阳性粪便标本或标准品) 扩增循环
阈值 #BCB/:<3=:;3./S"5_$% ’%"则判定检测标本
D.d阳性&5_值"2%"则判定检测标本 D.d阴性&
当 ’% @5_值 @2%"重新测试"重测样品 5_值 @2%"
则判定检测标本 D.d阳性"5_值" 2%"则判定
(((

表 )(多重荧光定量 8_#758扩增诺如病毒引物和探针
_O?/:)(MR/<H]/:[K/R.=:;B:>B:jRO><H<O<Ĥ:8_#758O-]/HKHBO<H.> .KK525>&278]=H-:=;O>S ]=.?:;

基因型 引物0探针 序列#%3#’3 $ 工作浓度0# >-./01$ 扩增片段长度0?]

ZW

ZWW

5.P)T 5Z$_ZZE_Z5ZW__$5E_ZE 2**
5.P)8 5__EZE5Z55E_5E_5E__$E5 2**
8H>P)E TEM#EZE_$Z5ZE_5$55_Z_55E#_EM8E &**
8H>P)F TEM#EZE_5Z5ZZ_5_55_Z_55E#_EM8E &**
5.P&T 5E8ZE8F5DE_Z__$EZ8_ZZE_ZEZ 2**
5.P&8 _5ZE5Z55E_5__5E__5E5E 2**
8H>P&#_7 TEM#_ZZZEZZZ5ZE_5Z5EE_5_#_EM8E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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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样本 D.d阴性)
)A’(统计学分析

采用N[B:/&**L 软件建立数据库"整合流行病学
信息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运用 !7!! &)A*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 率或占比的比较用#& 或TH;3:=确切概
率值检验"以!@*A*%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A)(基本情况

&*)2!&*)+ 年共采集 ) &,& 例食源性散发腹泻
病例的粪便标本"其中 &2* 例检出 D.d阳性基因"
阳性率为 )4A%4c#&2*0) &,&$"其中ZW基因型阳性
病例 %& 例"ZWW型阳性病例 )4) 例"ZW*ZWW混合型病
例 L 例"阳性率分别为 2A*&c#%&0) &,&$*)2A*)c
#)4)0) &,&$**A%2c#L0) &,&$) ZWW基因型在 D.d
阳性病例中的占比 #L%A2&c")4)0&2*$高于 ZW基
因型#&)A+Lc"%&0&2*$)
&A&(D.d阳性病例人口学分布特征

&2* 例 D.d阳性病例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性别比为 )A)4l)) 经 #& 检验统计分析"不
同性别的 D.d病例以及 ZW和 ZWW基因型病例阳性
(((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h*A42*"!G*A*%&
#& h’A2,%"!G*A*%&#& h*A**)"!G*A*%$) D.d阳
性病例在各年龄段均有检出"最小年龄为 4 天"最大
年龄为 42 岁"以 ) 岁以下年龄段阳性病例最多"占
’)A+Lc#L+0&2*$) 各年龄段间 D.d阳性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L4A))"!@*A**)$) % 岁以下年龄
段 ZW基因型阳性率较低"而 % 岁以下年龄段 ZWW基
因型阳性率较高"ZW*ZWW两种基因型在各年龄段的
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LA+4*"!@
*A**)&#& h24ALLL"!@*A**)$"见表 &) ZW*ZWW混
合型病例分布情况为 &*)2*&*)%*&*)+ 年分别为 )*
&*2 例"男*女分别为 2*’ 例"* m%*)4 m’%*’+ m
%, 岁分别为 )*2*& 例)
&A’(D.d阳性病例时间分布特征

&*)% 年检出 D.d阳性病例数最多"共))2 例"
占 2LA%*c#))20&2*$) D.d以及 ZW基因型病例阳
性率均以 &*)% 年最高"且不同年度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h&)A4,%"!@*A**)&#& h%2A%)4"!@
*A**)$"而 ZWW基因型病例阳性率在不同年度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h&A’&&"!G*A*%$"见表 &)
((&*)2!&*)+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 D.d阳性率分
(((

表 &(&*)2!&*)+ 年济南市食源性诺如病毒病例分布特征
_O?/:&(bH;<=H?R<H.> B3O=OB<:=H;<HB;.KK..S?.=>:K525>&278BO;:;H> aH>O> 5H<CK=.-&*)2 <.&*)+

特征 分组
检测病例数

#c$
D.d ZW基因型 ZWW基因型

阳性例数#c$ 阳性率0c#,%c-F$ 阳性例数#c$ 阳性率0c#,%c-F$ 阳性例数#c$ 阳性率0c#,%c-F$

性别

年龄0岁

年份

男 L’2#%+A4)$ )’*#%2A)L$ )LAL)#)2A,% m&*A2L$ &’#22A&’$ ’A)’#)A4L m2A’,$ )*’#%+A,)$ )2A*’#))A%& m)+A%%$

女 %%4#2’A),$ ))*#2%A4’$ ),AL)#)+A2) m&’A*)$ &,#%%ALL$ %A&*#’A’% mLA*2$ L4#2’A*,$ )’A,4#))A)* m)+A4+$

小计 ) &,&#)**A**$ &2*#)**A**$ )4A%4#)+A2+ m&*AL*$ %&#)**A**$ 2A*&#*A** m,A’+$ )4)#)**A**$ )2A*)#4A,% m),A*L$
@) ’+)#&LA,2$ L+#’)A+L$ &)A*%#)+A42 m&%A&+$ ’#%ALL$ *A4’#*A** m)ALL$ L’#2*A’’$ &*A&&#)+A*4 m&2A’L$
) m& )L4#)’AL4$ 2L#),A%4$ &+A2*#),A,’ m’&A44$ ’#%ALL$ )A+,#*A** m’A%4$ 2’#&’AL+$ &2A)+#)LA4L m’*A2%$
’ m2 2+#’A%+$ 4#’A’’$ )LA’,#+A22 m’4A’2$ *#*A**$ *A**#*A** m*A**$ 4#2A2&$ )LA’,#+A22 m&4A’2$
% m)L 4%#+A%4$ ))#2A%4$ )&A,2#%A4) m&2A%L$ ’#%ALL$ ’A%’#*A** mLA2%$ 4#2A2&$ ,A2)#’A&* m)%A+&$
)4 m’% ’&&#&2A,&$ 24#&*A**$ )2A,)#))A*& m)4A4*$ &&#2&A’)$ +A4’#2A*4 m,A%,$ &&#)&A)%$ +A4’#2A*4 m,A%,$
’+ m%, ),+#)%A)L$ ’&#)’A’’$ )+A’’#))A)% m&)A%*$ )’#&%A**$ +A+’#’A)% m)*A)&$ )L#,A’,$ 4A+L#2AL’ m)&A+)$

"+* )*2#4A*%$ )4#LA%*$ )LA’)#)*A*2 m&2A%4$ 4#)%A’4$ LA+,#&A%L m)&A4)$ )*#%A%&$ ,A+&#’A,% m)%A&4$

小计 ) &,&#)**A**$ &2*#)**A**$ )4A%4#)+A2+ m&*AL*$ %&#)**A**$ 2A*&#*A** m,A’+$ )4)#)**A**$ )2A*)#4A,% m),A*L$
&*)2 年 ’,L#’*AL’$ %’#&&A*4$ )’A’%#)*A** m)+AL*$ %#,A+&$ )A&+#*A)+ m&A’+$ 2L#&%A,L$ ))A42#4A++ m)%A*&$
&*)% 年 2%)#’2A,)$ ))2#2LA%*$ &%A&4#&)A&L m&,A&,$ 2’#4&A+,$ ,A%’#+A4& m)&A&2$ +,#’4A)&$ )%A’*#))A,4 m)4A+&$
&*)+ 年 222#’2A’L$ L’#’*A2&$ )+A22#)&A,, m),A4,$ 2#LA+,$ *A,*#*A*& m)ALL$ +%#’%A,)$ )2A+2#))A’% m)LA,’$

小计 ) &,&#)**A**$ &2*#)**A**$ )4A%4#)+A2+ m&*AL*$ %&#)**A**$ 2A*&#*A** m,A’+$ )4)#)**A**$ )2A*)#4A,% m),A*L$

注%L 例 ZW和 ZWW混合型病例未单独列出&,%c-F表示 ,%c置信区间

别为 +’A+2c #)20&&$*),A44c #++0’’&$*)*A4+c
#+’0%4*$*&LA*,c # ,L0’%4 $"以第一与第四季度
D.d阳性率高"且各季节间 D.d阳性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A,*"!@*A**)$"说明食源性 D.d感
染在春冬季较为流行) 第一至第四季度 ZWW基因型
病 例 占 比 分 别 为 ,&A4+c # )’0)2 $* ++A+Lc
#220++$*+%A*4c #2)0+’$*4%A%Lc #4’0,L$"均高
于 ZW基因型"且不同季度间 & 种基因型所占比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A22"!@*A*%$"即 ZWW基因

型为济南市全年食源性 D.d感染的主要类型"在第
一和第四季度尤为明显) 见图 ))
&A2(D.d阳性病例临床学特征

&2* 例食源性 D.d阳性病例中"具有呕吐*腹
痛*发热症状的病例分别为 L&*%2 和 &’ 例"其占
比分别为 ’*A**c#L& 0&2*$ *&&A%*c#%2 0&2*$和
,A%4c# &’ 0&2* $ ) 除腹泻外"呕吐*发热*腹痛
’ 种症状是食源性 D.d感染病例的主要临床症
状) 从 4 种临床症状构成情况看"单纯腹泻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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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年济南市食源性诺如病毒病例时间分布
THPR=:)(_H-:SH;<=H?R<H.> .KK..S?.=>:K525>&278

BO;:;H> aH>O> 5H<CK=.-&*)2 <.&*)+

在D.d病例以及 ZW*ZWW基因型病例中占比最高"分
((((

别 为 %2A)Lc # )’*0&2* $* ’2A+&c # )40%& $ 和
+*ALLc#))*0)4)$&腹泻 w呕吐症状在 D.d病例和
ZWW基因型病例中列第 & 位"占比分别为 )4AL%c
#2%0&2*$和 ),A4,c#’+0)4)$) 腹泻 w腹痛症状在
ZW基因型病例中列第 & 位"占 &+A,&c#)20%&$) 从
4 种临床症状病例阳性率情况看"D.d病例以及 ZW*
ZWW基因型病例中均以腹泻 w呕吐 w发热症状最
高"阳性率分别为 2+A)%c#+0)’$*LA+,c#)0)’$和
’4A2+c#%0)’$) 经统计学检验"D.d病例以及 ZWW
基因型病例各临床症状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A2+4"!@*A**)&#& h%+A+’*"!@*A**)$"ZW
基因型病例各临床症状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A224"!G*A*%$"见表 ’)

表 ’(&*)2!&*)+ 年济南市食源性诺如病毒病例临床症状特征
_O?/:’(5/H>HBO/;C-]<.-;.KK..S?.=>:K525>&278H> aH>O> 5H<CK=.-&*)2 <.&*)+

临床症状
检测病例数

#c$
D.d ZW ZWW

阳性数#c$ 阳性率0c#,%c-F$ 阳性数#c$ 阳性率0c#,%c-F$ 阳性数#c$ 阳性率0c#,%c-F$

腹泻 %42#2%A&*$ )’*#%2A)L$ &&A&+#)4A4, m&%A+’$ )4#’2A+&$ ’A*4#)A+4 m2A24$ ))*#+*ALL$ )4A42#)%A++ m&&A*)$

腹泻 w呕吐 )LL#)’AL*$ 2%#)4AL%$ &%A2&#),A*) m’)A42$ 4#)%A’4$ 2A%&#)A2+ mLA%4$ ’+#),A4,$ &*A’2#)2A2) m&+A&L$

腹泻 w腹痛 &&2#)LA’2$ &L#))A&%$ )&A*%#LAL, m)+A’&$ )2#&+A,&$ +A&%#’A*4 m,A2&$ )&#+A+’$ %A’+#&A2) m4A’)$

腹泻 w发热 ’4#&A,2$ %#&A*4$ )’A)+#&A2) m&’A,)$ &#’A4%$ %A&+# e)A4’ m)&A’+$ &#)A)*$ %A&+# e)A42 m)&A&+$

腹泻 w呕吐 w腹痛 )+,#)’A*4$ )%#+A&%$ 4A44#2A%, m)’A)+$ L#)’A2+$ 2A)2#)A)2 mLA)%$ L#’A4L$ 2A)2#)A)2 mLA)%$

腹泻 w呕吐 w发热 )’#)A*)$ +#&A%*$ 2+A)%#),A*% mL’A&%$ )#)A,&$ LA+,#+AL, m&&A)4$ %#&AL+$ ’4A2+#)&A*) m+2A,)$

腹泻 w腹痛 w发热 %)#’A,%$ +#&A%*$ ))AL+#&A,& m&*A+)$ &#’A4%$ ’A,&# e)A2) m,A&%$ ’#)A++$ %A44# e*A%4 m)&A’2$

腹泻 w腹痛 w发热 w呕吐 ’+#&AL,$ +#&A%*$ )+A+L#2A2, m&4A42$ *#*A**$ *A**#*A** m*A**$ +#’A’)$ )+A+L#2A2, m&4A42$

合计 ) &,&#)**A**$ &2*#)**A**$ )4A%4#)+A2+ m&*AL*$ %&#)**A**$ 2A*&#*A** m,A’+$ )4)#)**A**$ )2A*)#4A,% m),A*L$

注%L 例 ZW和 ZWW混合型病例未单独列出

((&2* 例 D.d病例中平均腹泻频次为 %A4& 次0S"
以 % m + 次0S 的 中 度 腹 泻 为 主" 占 ’4AL%c
#,’0&2*$"其次为 L 次0S 及以上重度腹泻者"占
’’A’’c#4*0&2*$) ZW和 ZWW基因型 D.d病例腹泻
频次有所不同"ZW基因型以 ’ m2 次0S 的轻度腹泻
为主"ZWW基因型以 % m+ 次0S 的中度腹泻为主) 经
#& 检验"ZW和 ZWW基因型病例腹泻次数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h)%A+’"!@*A**)$) D.d病例以
及 ZW和 ZWW基因型病例的粪便性状均以水样便为
主"所占比例均在 ,*c以上) 经 #& 检验"ZW和 ZWW

基因型病例粪便性状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A2)&"!G*A*%$) D.d病例以及 ZW和 ZWW基因型
病例中出现呕吐症状的比例约占 ’*c"有呕吐症状
的病例中"呕吐频次以 ) m& 次0S 居多) 经 #& 检验"
ZW和 ZWW型病例呕吐频次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A+,4"!G*A*%$"见表 2)
&A%(D.d阳性病例可疑暴露食谱特征

D.d感染病例中可疑暴露食物种类以肉及肉
制品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水产动物及其制品和乳
及乳制品"占比分别为 &*A**c #240&2*$*)4A’’c
#220&2*$和 )%A**c#’+0&2*$) 其中 ZW基因型以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占比#&%A**c")’0%&$最高"ZWW

基因型以乳及乳制品占比#),A4,c"’+0)4)$最高"
& 种基因型可疑暴露食物所占比例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A*+"!@*A**)$"见表 %) 可疑暴露
食物种类阳性率列前 ’ 位的是蛋及蛋制品*饮料与
冷冻饮 品类 食品和其 他 食品" 阳性 率 分 别 为
’*A+%c#),0+&$*&%A**c#%0&*$*&%A**c#%0&*$"

其中 ZW基因型多暴露于饮料与冷冻饮品类食品"
ZWW基因型多暴露于蛋及蛋制品)

’(讨论
D.d是导致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病原体之

一 ’+( ) 由于 D.d具有高度传染性和快速传播能力"

且感染剂量低"自然感染后缺乏持久免疫力"具有
多种传播途径"极易发生暴发疫情"并与其他病毒
感染存在临床表现相似性"故对散发病例进行病原
学检测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对 D.d的疾病监测和
疫情控制尤为重要 ’)*( )

本研究结果显示"&*)2 年 ) 月!&*)+ 年 )& 月
济南市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中"D.d阳性率为
)4A%4c" 高 于 嘉 兴 市 ’))( # )*A%Lc$ 及 新 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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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年济南市食源性诺如病毒阳性病例腹泻*呕吐临床症状特点比较
_O?/:2(5.-]O=H;.> .KB/H>HBO/;C-]<.-;.KSHO==3:OO>S .̂-H<H>PH> K..S?.=>:K525>&278].;H<Ĥ:BO;:;H> aH>O> 5H<CK=.-&*)2 <.&*)+

临床症状
D.d ZW ZWW

病例数 占比0c 病例数 占比0c 病例数 占比0c

腹泻频次

呕吐频次

粪便性状

’ m2 次0S +L &LA,& &+ %*A** 2* &&A)*
% m+ 次0S ,’ ’4AL% )’ &%A** LL 2&A%2

"L 次0S 4* ’’A’’ )’ &%A** +2 ’%A’+

小计 &2* )**A** %& )**A** )4) )**A**
* 次0S )+4 L*A** ’+ +,A&’ )&L L*A)L
) m& 次0S ’2 )2A)L , )LA’) &% )’A4)
’ m2 次0S ’* )&A%* % ,A+& &’ )&AL)

"% 次0S 4 ’A’’ & ’A4% + ’A’)

小计 &2* )**A** %& )**A** )4) )**A**

水样便 &&% ,’AL% 24 ,&A’) )L* ,’A,&

粘液便 2 )A+L * *A** 2 &A&)

其他 )) 2A%4 2 LA+, L ’A4L

小计 &2* )**A** %& )**A** )4) )**A**

注%L 例 ZW和 ZWW混合型病例未单独列出

表 %(&*)2!&*)+ 年济南市食源性诺如病毒病例可疑暴露食物种类
_O?/:%(dO=H:<H:;.K;R;]:B<:S :[].;:S .KK..S K..S?.=>:K525>&278H> aH>O> 5H<CK=.-&*)2 <.&*)+

暴露食物种类
暴露
人数

D.d ZW ZWW

病例数#c$ 阳性率0c#,%c-F$ 病例数#c$ 阳性率0c#,%c-F$ 病例数#c$ 阳性率0c#,%c-F$
肉及肉制品 &%2 24#&*A**$ )4A,*#)2A*4 m&’AL)$ ))#&)A)%$ 2A’’#)A4’ m+A4’$ ’2#)4AL4$ )’A’,#,A), m)LA%L$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 22#)4A’’$ &)AL4#)+A*, m&LA2L$ )’#&%A**$ +A22#’A*% m,A4&$ ’*#)+A%L$ )2A4%#,A,% m),AL+$
乳及乳制品 &+& ’+#)%A**$ )’AL2#,A%+ m)LA,)$ *#*A**$ *A**#*A** m*A**$ ’+#),A4,$ )’AL2#,A%L m)LA,)$
水果类及其制品 )44 ’)#)&A,&$ )+A2,#))A)4 m&)AL,$ %#,A+&$ &A++#*A’+ m2A,+$ &%#)’A4)$ )’A’*#4A22 m)4A)%$
蔬菜类及其制品 ,% &’#,A%4$ &2A&)#)%A%, m’&A4&$ +#))A%2$ +A’&#)A2& m))A&)$ )+#4A42$ )+A42#,A’& m&2A’L$
蛋及蛋制品 +& ),#LA,&$ ’*A+%#),A)L m2&A)&$ ’#%ALL$ 2A42#*A*% m)*A)4$ )+#4A42$ &%A4)#)2A,) m’+A+,$
多种*混合食品 ))) )+#+A+L$ )2A2)#LA44 m&*A,%$ 4#)%A’4$ LA&)#&A’, m)&A*&$ L#’A4L$ +A’)#)AL4 m)*A4’$
粮食类及其制品 L4 )’#%A2&$ )+A+L#4A’, m&2A,2$ &#’A4%$ &A%+#*A,2 m+A*L$ ))#+A*4$ )2A)*#+A’L m&)A4’$
饮料与冷冻饮品类食品 &* %#&A*4$ &%A**#+A*& m2’A,4$ 2#LA+,$ &*A**#&A2L m’LA%’$ )#*A%%$ %A**#*A** m)2A%%$
其他食品 &* %#&A*4$ &%A**#+A*& m2’A,4$ *#*A**$ *A**#*A** m*A**$ %#&AL+$ &%A**#+A*& m2’A,4$
合计 ) &,& &2*#)**A**$ )4A%4#)+A2+ m&*AL*$ %&#)**A**$ 2A*&#*A** m,A’+$ )4)#)**A**$ )2A*)#4A,% m),A*L$

注%L 例 ZW和 ZWW混合型病例未单独列出&多种*混合食品主要指 & 种及以上多种混合或套餐食品或水饺*包子*面条等混合食品&其他食品包
括菌类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品及酒类及其制品等

#LA)+c$食源性 D.d散发感染的检出率"低于杭州
市 ’)’(急性胃肠炎感染中 D.d的检出率#&+A4Lc$"
与黎健等 ’)2( 对上海市腹泻病例中的 D.d检出率
#)’A%4c$接近) ZWW基因型阳性率为 )2A*)c"占
D.d感染的 L%A2&c"即济南市食源性 D.d感染的
主要类型是 ZWW基因型"与既往 D.d引起食源性腹
泻病例*感染性胃肠炎暴发及散发腹泻病例的常见
基因型一致 ’&")&")%#)+( ) 本研究发现 D.d病例以及 ZW
和 ZWW基因型病例阳性率不存在性别差异"与以往
研究 ’)L(一致) 本研究显示各年龄组 D.d阳性率均
高于 )&c"% 岁以下年龄组的 D.d阳性率较高"且
高于陈惠芳等 ’)+(和姚玮蕾等 ’)4(的报道"提示婴幼
儿为济南市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 D.d的易感人群"
但本研究中由食物导致的诺如病毒阳性病例均为
患者自述或医生诊断"所以不排除接触*经水传播
等其他传播方式"尤其是 ) 岁以下婴儿"需在以后研
究中进行现场调查"从而得到验证)

据报道’L( "D.d感染及暴发与季节有较大联系"容
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如温度*光照度*阳光辐射*土
壤盐分等) 本研究发现 2个季度阳性率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A*%$"且第一与第四季度 D.d感染阳
性率均较高"说明济南市食源性 D.d感染在春冬季较
为流行) 其中ZWW基因型为济南市全年食源性 D.d感
染的主要类型"并在第一和第四季度尤为明显"这与干
冷季节适合病毒生存有关’)2( ) 散发腹泻全年均有发
生"高发季节是冬春季’),#&*( "提示在第一和第四季度应
加强针对食源性D.d感染的防控)

本研究发现"除腹泻外"呕吐*腹痛*发热症状
是食源性 D.d感染病例的 ’ 种主要特征"与以往研
究 ’&)#&&(相似) 从 4 种临床症状病例阳性率情况看"
D.d阳性病例中以腹泻 w呕吐 w发热症状为主
#2+A)%c$"其次为腹泻 w呕吐#&%A2&c$和单纯腹
泻#&&A&+c$病例) 虽然腹泻 w呕吐 w发热症状病
例阳性率最高"但该症状群标本数量偏少"其总检
测例数的占比仅为 )c"阳性例数占比也不足 ’c)
标本数量少易产生统计偏倚"导致检验效能偏低"
夸大了各症状群间统计结果的差异"可能过高地估
计了腹泻 w呕吐 w发热症状群的效果"易对食源性
D.d病例临床特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结果的判定
产生影响"有待扩大标本数量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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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阳性病例以中度腹泻为主"ZW基因型以轻
度腹泻为主"ZWW基因型以中度腹泻为主"通过临床
症状"对于病原体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且 ZWW基因型
是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常见基因型 ’4( "因此根据
腹泻的程度可以初步判定 D.d感染的类型"从而提
示预防 D.d暴发) D.d阳性病例以及 ZW和 ZWW基
因型病例均以无呕吐和水样便为主要临床表现"其
也是 ZW和 ZWW基因型 D.d感染腹泻的共同特征)

食源性 D.d阳性病例中可疑暴露食物种类以
肉与肉制品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水产动物及其制
品和乳与乳制品"占比分别为 &*A**c*)4A’’c和
)%A**c"与常见引起 D.d食源性疾病的食物种类
一致 ’4"&’( ) 可疑暴露食物种类阳性率列前 ’ 位的是
蛋及蛋制品 # ’*A+%c$*饮料与冷冻饮品类食品
#&%A**c$和其他食品#&%A**c$"其中饮料与冷冻
饮品类食品和其他食品的检验标本数量偏少"可能
过高的估计其阳性率"有待扩大标本数量进一步研
究) ZW与 ZWW基因型可疑暴露食物种类有所不同"
提示不同的食物暴露的感染类型有所不同)

本研究对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 D.d感染连续
监测"并对不同病原类型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特
征进行全面分析"并进行临床症状*暴露食物种类
的不确定性分析"从而能够较好地反映食源性散发
腹泻病例 D.d感染的情况) 但本研究存在一定局
限性"首先仅在济南市 & 个哨点医院开展监测"其代
表性可能不足&其次"哨点医院第一季度采集标本
数量明显较少&收集的可疑暴露食品信息仅是病例
的回忆"准确性及关联性存在偏差&临床上诊断的
食源性腹泻病例与流行病学诊断存在不同)

本研究表明济南市食源性散发腹泻病例 D.d
以 ZWW基因型为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婴幼儿为易
感人群"同时单纯腹泻及腹泻 w呕吐症状是食源性
散发 D.d感染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其中 ZW基因
型以轻度腹泻为主"ZWW基因型以中度腹泻为主&不
同型别之间可疑暴露食品有所不同) 故应针对性
的加强监测和防治"特别通过对散发 D.d病例的监
测提高食源性疾病的暴发识别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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