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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年 月 日一 月 日
,

湖北省襄阳 县发生一起 以成人为主的流行性腹泻
,

发病

例
,

患病率为 呱
。

发病涉及各年龄组
,

以青壮年为主
。

取 名 患者粪便 作细菌 培

养
,

未发现 致病菌
。

而有 肠 的粪便际本在 电镜下观察到约 的轮状病毒 颗

粒 帕 此 工 的粪便标本聚丙烯酸胺 电泳 检测呈 阳性
,

病毒核酸图象

与普遍轮状病毒核酸图象十分不同 患者双份血清补体 结合试验表 明 肠 的病人 恢 复

期血清产生对分离株轮状病毒的抗休
。

因此
,

可 以确定
,

木次流行性腹泻爆发流行的病原

是成人轮状病毒
。

年 月 日一 月 日
,

湖北省襄阳县欧庙等地发生一起以成人为主的爆发性

流行性腹泻
。

全村共朽 户
,

总人 口 为 人
,

本次发病 人
,

患病率为
,

感染者

中青壮年占 以上
,

岁以下儿童 占 左右
。

大多数病例起病急
,

其主要症状为腹

泻
、

腹胀 旦百
、

肠鸣
、

轻度腹痛 百
、

呕吐
,

少数病例伴有低热
,

均为水样或旦花样稀便
,

每 日几次至数十次不等
,

无里急后重
,

病

程一般为 一 天
。

为确定诊断和提供防治根据
,

我们采集了患者的粪便 和血液作病原

学和血清学的诊断和研究
。

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来源 在襄阳欧庙及 枣林等地急性腹泻爆发流行 区
,

采取住院
一

日内症

状典型的病人的粪便共 份
,

并采集病人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
,

置 一 ℃冻存
。

同

时收集 年武汉市婴幼儿腹泻标本 份
,

与 及核酸分析平行检查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标木采集及细菌 培养由襄阳 县 卫 生 防庄 姑 协
,

特 此 致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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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电镜检查 直接 电镜
、

免疫 电镜及超 薄切 片均按 常规方 法进 行川
。

用 国 产
一

型 电镜观察

三
、

醉联免皮吸附试验 检查普通轮状病毒 试剂盒和成人轮状病毒

试剂盒分别购自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所和江西生物药品制造厂
,

操作试剂盒均按

说明书进行
。

四
、

聚丙姗赚胺凝胶 电泳 方法基本按 法稍 加改进
。

采用

聚丙烯酞胺连续缓冲系统
,

垂直板式电泳
,

样品 口
,

电流
,

硝酸银染色

分钟
。

五
、

补体结合试验 补体结合抗原按吴慎‘ ,方法提取 , 血清抗补体去除拉 〔 ,

所采用的微量法 , 双份血清同时进行
。

结 果

一
、

直接电镜法 取 份 阳性病人粪便标本提取液
,

直接滴膜负染观察
,

结果

仅有 例阳性
,

所有病毒颗粒大小为 左右
,

呈圆形
,

多数病毒颗 粒呈空心结构
,

有的边缘不整齐
,

说明大部分病毒已开始降解 图
。

二
、

免疫电镜法 用经直接电镜负染检查为阳性的病人粪便提取液作抗原
,

与 对

血清进行免疫反应
,

然后作悬滴免疫电镜观察
,

其中 份为恢复期阳性血清
。

电镜下可

见病毒颗粒聚集成团
,

大小一致
,

直径约为 左右
,

形态颇似降解后的轮状病毒的

内核
。

此种核心成份有的已呈部分空心结构和变形
。

在病毒颗粒之间有不太明显的絮状

抗体桥紧密相连 图
。

肠
。

睽

三
、

超薄切片 取 份 阳性标本的粪便沉渣做超薄切片进行 电镜 观察
,

结果

份均见到完整的病毒颗粒
,

其形态与通常轮状病毒相似
,

直径为 左右
,

内核
, 约

,

其外为厚约 的双层衣壳
,

由呈放射状排列的亚单位组成
。

这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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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毒颗粒多分布于肠道脱落细胞残片内 图
。

四
、

酶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用普通 轮 状病毒 试 剂检

测
,

份标本均为阴性
,

而与

例婴幼儿轮状病毒标本呈 阳性反

应
。

用 的 试剂盒检

测
,

有 份标本呈阳性反应
,

反

之
,

与婴幼儿轮状病毒标本呈 阴

表
。 。

病毒的晚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

标本采集
份数

地 点

检 测 方 法检 测 方 法

普通
。 。

病毒

阳性数 检 出率 肠

成人
。 。

病毒

阳性数 检 出率 帕

襄阳县

武汉市

肠

肠

性反应 表
。

将 份阳性标本作阻断试验
,

除 例外
,

其余 份均为特异性阳性
。

五
、

病毒核酸分析 份标本
,

其中 份 核酸
一

电泳为阳性
,

阳性率为 男
,

核酸电泳型较为特殊
,

条核酸带清晰可见
,

第一区
、

带相接近
,

第二区
、

带

十分靠近
,

但第三区
、 、

三带均匀分布
,

相距较远
,

与普通人轮状病毒
,

武汉市

婴幼 轮状病毒的图象十分不同 图
。

六
、

腹泻病例双份血清补体结合试验 例病人双份血清
,

恢复期补体结合抗体阳

转的 例
,

抗体阳转率为
。

七
、

聚丙烯酞胺核酸电泳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敏感性比较 例腹泻病

例粪便标本分别作上述两种方法检测
,

检出结果不完全一致
,

阳性的 例标 本

中
,

检出了病毒 带的有 份
,

检 出率分另为
·

和
· 。

为了证实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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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性和放感性
,

我们将 阴性的 份标

本重新提取
,

延长其染色 时间 和加大

样品量
,

结果有 份出现阳性
,

于是

检出率达
,

两者的符合率 为
。 ,

二 , ,

两 者无 显著 性 差异

表
。

八
、

细菌学检查 所采集灼 份腹 泻

病人新鲜粪便均作了细菌培养
。

结 果霍 乱

弧菌
、

沙门氏菌
、

痢疾杆菌
、

结 肠炎 耶 氏

菌及致病性大肠杆菌培养均为阴性
。

表 与
』

法检出
。 。

病毒比较

—
合计

阳 性 阴 性

阳 性 一

阴 性

合 于
·

口

圣

讨 论

感染性腹泻是一组多发病
,

这组疾病的病原学构成很复杂
,

既 可 由 多种 致病 菌所

致
,

亦有不少是 由病毒所引起
。

据不完全统计
,

湖北省每年约有 余万病例
。

多年来
,

成人爆发性流行性腹泻在我省各地均有爆发流行
,

主要集中于青壮年组
,

流行季节在春

末夏初
,

过去
,

我们 曾作过一些调 查
,

初步证实了是 由一种病毒引起的流行性腹泻 〔“ 〕。

本次爆发流行
,

我们从病人的粪便标本中查到了典型的轮状病毒颗粒
,

腹泻

病例粪便提取液在 上呈现轮状病毒特有的 条核酸带 有
。

病例恢 复期血 清

轮状病毒抗体增高 倍 以上 例病人粪便标本作细菌培养均为阴性
,

上述结果证实
,

本次流行性腹泻的爆发流行的病原是轮状病毒
,

即洪涛 〔“一 〕所称的
。

我们从本次流行所获得的毒株核酸分析来看
,

其 条核酸带的分布和图象均较以前

报道的人类轮状病毒 “ ” 株不同
,

与 年以来武汉市婴幼儿腹泻病例中分 离出 来

的轮状病毒株不同
,

其主要特征是
、

核酸带接近
, 、

两条 带十 分 靠近
, 、

、

三条带均匀分布
,

相距较远
。

此外
,

与普通轮状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为阴性
,

·

而与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为阴性
,

说明此轮状病毒抗系性与引起婴幼儿轮状病毒 的

抗原性完全不同
,

无共同的群特异性
。

便液负染电镜所见的病毒颗粒多为 左右的空心或实心形态不 完整的 颗粒
。

在

悬滴免疫 电镜下观察到的多为 左右 勺病毒核心
,

这种核心保存着抗 原 性
。

而在超

薄切片电镜 见到存在细胞残片内的病毒
,

多为 左右兄整的轮状 病毒颗 粒
,

形态上

与普通轮状病毒很难 区另
。

上述结呆表明
,

这种轮状病毒在体外是很容易降解的
。

洪涛

认为
,

这种完整的病毒颗粒
,

一旦释放到肠道
,

可能就被人肠道 中某种蛋 白酶或化学物

质所消化
,

最后降解为 的核心样结构
,

与本文观察所获得的结果相吻合
。

本文对 及 两种方法相比较
,

发现前者的特异性高
,

其敏感性次于

法
。

而后者的敏感性高
,

但需排除 味非特异性
。

根据 我们 的经验
,

如能延长染色时间和

加大一倍样品量
,

即可检出含病毒颗粒较少的弱阳性标本
,

提高其敏感性
。

虽敏

感
,

但必须辅以旁证
,

可用阻断试验来排除其非特异性
。

曾
、

之
,

法及 法在

实际检查成人腹泻病原中是值得推广应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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