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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 年甘肃省白银市食源性腹泻患者诺如病毒检测结果分析

王彦博!张小梅
!甘肃省白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 白银$-!&/&&#

摘$要!目的$分析 ’&%# 年甘肃省白银市食源性疾病监测人群诺如病毒检测结果!为科学制定诺如病毒引起食

源性疾病的预测’预警及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对在医院就诊的 !** 例食源性疾病监测病例进行问卷调查!

采集粪便标本!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荧光定量 (S+‘<()方法检测诺如病毒 VQ和 VQQ基因组"

结果$’&%# 年白银市报告的 !** 例食源性疾病病例中!检出诺如病毒阳性病例 -" 例!检出率为 ’’.-e(-"0!**)!

其中诺如病毒 VQ基因组阳性 # 例!VQQ基因组阳性 -% 例!VQ0VQQ基因组混合感染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阳性

患者中年龄最大者 "! 岁!最小者仅 ! 个月!平均年龄为 ’&.! 岁" 结论$’&%# 年白银市食源性疾病病例中!诺如病

毒检出率较高!全年均流行!但流行季节主要在秋冬季!诺如病毒 VQQ基因组为优势组!应加强公众科普宣传教育!

提高诺如病毒监测检测能力!完善风险管理措施"

关键词!诺如病毒# 食源性疾病# 风险监测#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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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彦博$男$主管检验技师$研究方向为食源性疾病及

食源性致病菌检测$T+J>;B$#’-&’&*’%Ubb23AJ

$$诺如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快速传播能力%是
全球急性胃肠炎的散发病例和暴发疫情的主要致
病原%疾病负担严重 )%+’* , ’&%* 年冬季以来%我国诺
如病毒暴发疫情大幅增加%明显高于历年水平%主
要发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医疗机构等人群聚集场
所 )!* , 诺如病毒变异快+环境抵抗力强+感染剂量
低%感染后潜伏期短+排毒时间长+免疫保护时间
短%且传播途径多样+全人群普遍易感%近年来诺如
病毒防控越来越受到重视 )!* , 为了解白银市食源

性疾病监测人群诺如病毒流行状况%根据服务人口
数及医院就诊人数等因素选取白银市第一人民医
院为白银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通过分析诺
如病毒检测结果%为科学制定诺如病毒引起食源性
疾病的预测+预警及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采集标本

’&%# 年 % f%’ 月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报告的
!** 例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起的感染性腹泻病
例%临床表现为腹泻%可伴有腹痛+发热+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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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 对 !** 例病例
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粪便标本%’* 5 内送白银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应用实时荧
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荧光定量 (S+‘<(#方法检
测诺如病毒 VQ和 VQQ基因组,
%.%.’$主要仪器与试剂

)KQ-#&& 型实时定量 ‘<(基因扩增仪 "美国
)KQ#%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核酸提取试剂盒"西安
天隆科技有限公司#+荧光 ‘<(法诺如病毒 VQ0VQQ

核酸检测试剂盒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试剂盒均在有效期内
使用,
%.’$方法
%.’.%$核酸提取

取黄豆颗粒大小粪便或 ’&& "B水样腹泻物%按
照核酸提取试剂盒说明加入试剂%利用全自动核酸
提取仪提取病毒 (?)备用,
%.’.’$核酸检测

将提取好的病毒 (?)按照诺如病毒 VQ0VQQ核
酸检测试剂盒说明配置反应体系%‘<(反应体系为
’# "B"含 # "B模板 #%扩增程序为$#& \逆转录
!& J;=&/# \预变性 # J;=&/# \变性 %& H%## \退
火+延伸及检测荧光 *& H%循环 *# 次, 荧光通道选
择羧基荧光素"D)[#和绿色荧光蛋白"dQ<#,
%.’.!$质量控制

每次试验设立空白和阳性对照%空白对照无典
型 F 型扩增曲线显示%阳性对照呈典型 F 型扩增曲
线且循环阈值"A#值#%!&%以上要求需在同一试验
中同时满足%否则本次试验无效, 结果判断$A#值
显示为-8?YTS.或 m!" 为阴性&!# lA#值%!"%应
重复检测%如 A#值仍在该区间内%曲线呈标准 F 型
且有明显指数增长期%则判断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A#值%!#%曲线呈 F 型且有明显指数增长期则判断
为阳性,
%.!$统计学分析

建立 Ta3:B数据库%所有数据采用 F‘FF %!.&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以 <l&.&#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诺如病毒病原学检测结果

监测的 !** 例病例中%检出诺如病毒阳性病例
-" 例%检出率为 ’’.-e"-"0!**#&诺如病毒VQ基因
组阳性 # 例",.*e%#0-"#%全部为 %" 月龄以内男性
婴幼儿&诺如病毒 VQQ基因组阳性 -% 例 "/%.&e%
-%0-"#&诺如病毒 VQ0VQQ基因组混合感染 ’ 例

"’.,e%’0-"#%其中 % 例为 -, 岁老年病例%% 例为
%& 月龄婴儿,
’.’$人群及时间分布

诺如病毒阳性的男性患者为 *, 例%阳性率为
’*.’e " *,0%/& #%诺如病毒阳性的女性患者为
!’ 例%阳性率为 ’&."e"!’0%#*#%两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k&.#-%%<m&.&##, 诺如病毒阳性病例
年龄最大者 "! 岁%最小者仅 ! 个月%平均年龄为
’&.! 岁%不同年龄组诺如病毒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k!."*#%<m&.&##, 对所监测病例进行
职业划分%不同职业人群诺如病毒检测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k%.""’%<m&.&##, 各季度均有诺
如病毒阳性病例%每两季度发病率进行比较%仅第
二季度与第三+第四季度发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第二+三季度 $’ k%#.#!#%<l&.&#&第二+四
季度 $’ k!./-%<l&.&##%见表 %,
’.!$传播因素调查

通过流行病学问卷调查显示%-" 例诺如病毒患
者均来自于不同家庭+由食品引起+病例无聚集性%
有 -& 例能够明确提供发病前所吃食物%其中 *# 例
"#-.-e#食用了桃子等水果%%# 例 "%/.’e#食用
了海鲜%%& 例"%’."e#食用了凉拌素菜%其余 " 例
"%&.!e#食用食品种类较多%食用不同种类食品诺
如病毒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l
&.&##%食用不同种类食品感染诺如病毒 VQ+VQQ及
VQ0VQQ混合基因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m&.&# #&进食场所分布显示%, 例
"-.-e#在酒店就餐%#" 例 "-*.*e#在家庭就餐%
%& 例"%’."e#在街头小店就餐%* 例 "#.%e#在农
贸市场就餐%不同场所进食后诺如病毒检出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k%!,.*%&%<l&.&##%不同场所
进食后感染诺如病毒 VQ+VQQ及 VQ0VQQ混合基因组
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l
&.&##%见表 ’,

!$讨论
本次监测显示$’&%# 年白银市食源性疾病病例

诺如病毒检出率 "’’.-e%-"0!**#较高%高于 ’&%#

年吉 林 省 )** " %-.’,e#+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

"-.%,e#+宁波市 ),* "%&.!e#的检出率&VQQ基因组
流行依然占绝对优势%与国内和全球的研究报
告 )-+"*一致&’ 例诺如病毒 VQ0VQQ基因组混合感染
者年龄呈现偏大和偏小的现象%推测年老体弱者更
易叠加感染%# 例诺如病毒 VQ基因组阳性病例均为
%" 月龄以内男性婴幼儿%并且这 - 例诺如病毒患者
进食场所均为家庭%应加强感染监测%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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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白银市食源性疾病监测病例人群分布
S>OB:%$‘AMPB>@;A= E;H@C;OP@;A= A44AAEOAC=:E;H:>H:HPĈ:;BB>=3:3>H:H;= K>;G;= ;= ’&%#

分类 病例数
阳性数0例 阳性率0e

VQ VQQ VQ0VQQ混合 合计 VQ VQQ VQ0VQQ混合 合计

性别

年龄0岁

职业

季度

男 %/& # *& % *, ’., ’%.% &.# ’*.’

女 %#* & !%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
m,& ’* & * % # &.& %,.- *.’ ’&."

散居儿童 %%% # %/ % ’# *.# %-.% &./ ’’.#

托幼儿童 %%" & ’* & ’* &.& ’&.! &.& ’&.!
$学生 ’% & # & # &.& ’!." &.& ’!."
$干部 %/ & # % , &.& ’,.! #.! !%.,
$农民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一 %* & ’ & ’ &.& %*.! &.& %*.!

二 %#- ! %- % ’% %./ %&." &., %!.*

三 %*/ ’ *# % *" %.! !&.’ &.- !’.’

四 ’* & - & - &.& ’/.’ &.& ’/.’

表 ’$-" 例诺如病毒患者进食种类及场所分布
S>OB:’$Y;H@C;OP@;A= A44AAE @GM:H>=E H;@:H;= -" M>@;:=@HN;@5 9&%&>+%()

类别 病例数 占比0e
VQ基因组
阳性率0e

VQQ基因组
阳性率0e

VQ0VQQ混合基
因组阳性率0e

食品种类

场所

水果 *# #-.-"*# 0-"# ,.-"! 0*## /%.%"*% 0*## ’.’"% 0*##

海鲜 %# %/.’"%# 0-"# %!.!"’ 0%## "&.&"%’ 0%## ,.-"% 0%##

凉拌素菜 %& %’.""%& 0-"# &.&"& 0%&# %&&.&"%& 0%&# &.&"& 0%&#

其他 " %&.!"" 0-"# &.&"& 0"# %&&.&"" 0"# &.&"& 0"#

家庭 #" -*.*"#" 0-"# ".,"# 0#"# "".&"#% 0#"# !.*"’ 0#"#

街头小店 %& %’.""%& 0-"# &.&"& 0%&# %&&.&"%& 0%&# &.&"& 0%&#

酒店 , -.-", 0-"# &.&"& 0,# %&&.&", 0,# &.&"& 0,#

农贸市场 * #.%"* 0-"# &.&"& 0*# %&&.&"* 0*# &.&"& 0*#

讨感染机制是否与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有关,
白银市诺如病毒全年均有检出%但秋冬季更为

流行%国外研究报道 )/+%&*大部分地区诺如病毒发生
在寒冷季节%印度西部儿童诺如病毒腹泻在夏季最
流行 )%%* , 国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的资料 )%’*显
示秋冬季"%& 月至次年 % 月#诺如病毒检出标本数
最多%兰州地区研究 )%!*显示冬季和早春诺如病毒最
流行%广州市研究 )%**显示 %% f%’ 月诺如病毒最流
行%由此推断不同地区诺如病毒流行季节不同%可
能与监测人群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有关%本研
究的 -" 例诺如病毒患者中%有 *# 例 "#-.-e%*#0
-"#食用了水果%%# 例"%/.’e%%#0-"#食用了海鲜%
%& 例"%’."e%%&0-"#食用了凉拌素菜%白银市地处
我国大西北%秋季较为炎热%且为水果蔬菜丰收季
节%该地区人群喜食水果+凉拌菜%夜间纳凉习惯喝
啤酒吃海鲜等食物%冬季所吃水果多为秋季储存水
果%推断由此造成了秋冬季是诺如病毒流行的高峰
季节,

诺如病毒感染剂量为 %" f’ "&& 个病毒粒

子 )%#+%,* %由于食用污染食品而导致感染的比例约占
!-e左右 )%-* %根据欧美国家与果蔬农产品有关的食
源性诺如病毒暴发的最新数据统计分析%在欧洲大
规模食源性暴发主要由被诺如病毒污染的覆盆子
和生菜导致%在美国主要由被诺如病毒污染的生菜
导致 )%"* %本研究中的生鲜果蔬产品作为高风险的食
品%通常不经烹饪直接生食%在供应链及生产食用
加工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都容易造成污染%但在国内
目前没有农产品中诺如病毒检测的相关研究%缺乏
与农产品相关诺如病毒检测数据%因此无法对国内
农产品中诺如病毒的污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待
今后做进一步研究,

进 食 场 所 分 布 显 示% 大 多 集 中 在 家 庭
"-*.*e#%且患者都来自不同家庭%病例无聚集性%
主要原因可能与没有做到生熟分开+共用一个案板
或洗菜盆等因素有关%也与近几年食物中毒的发病
规律%尤其是家庭中发生食源性疾病病例呈明显上
升趋势基本一致 )%/+’%* , 据’中国食品学报(报道 )’’*

菜刀和擦菜板上检出了诺如病毒%至少污染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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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蔬菜%提出冷冻+冷藏水果食用前要再次清洗,
诺如病毒是 ’&%# 年白银市首次开展的食源性

疾病监测项目%通过分析初步了解了 ’&%# 年白银
市诺如病毒在食源性疾病病例的流行特征%提出
以下防控建议$第一要加强公众科普教育%预防诺
如病毒感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发生&除控制食品
污染外%还应提倡健康的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习
惯%生食水果和蔬菜应认真清洗%饭前便后勤洗
手&老人+儿童和体弱多病者最好不要生食水产品
和蔬菜&切刀和案板做到生熟分开, 第二要提高
诺如病毒的监测和检测能力%目前%我国食品中食
源性病毒的检测和监测能力亟待加强%建议相关
机构重视食源性诺如病毒感染的监测和信息报
告%结合国内外流行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第
三要加强对食源性病毒的风险管理%建议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
加强对高风险食品和餐饮环节的卫生管理和监
测%最大限度降低诺如病毒的传播风险%保障消费
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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