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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甩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对内蒙占自治 三十不同地理位置的少数民族 自治旗及一十 

城市汉族对照区秋冬季采集的新生儿胎便及要幼儿急性腹污便进行轮状病毒RNA基凼组特点分 

析．共检{赠胎便标奉 14g份．腹泻便标_丰 l16份。结果表明：几十少数民旗地区流行的轮状病毒均 

以A组第 1I蝴 为主，并在一十地 有多种差异电泳型存在。新生儿胎便中可检出轮状病毒并显 

示r特征性 A组轮状病毒RNA基因型。胎便中轮状病毒检出率高的地区，腹泻便检出率也相应 

高，轮状病毒的检出率与民族、地理位置无明显盖系，而与当地的卫生条件及地形有关。阳性标本 

使用 A组单克隆抗体酶标免疫试荆盎一步证实 n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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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是婴幼儿急性 胃肠炎的主要病原体 ，呈散发或暴发式流行，并有明显季节性 j 

根据病毒外壳特异性抗原可将其分为 A、B、C、D、E、F和 G组 ：。A组主要引起婴幼儿腹泻， 

并有亚纽抗原特异性及型特异性之分。HRV的RNA电泳迁移率与亚组特异性有一定相互关 

系．根据第 1 0、I】基因片段在凝胶中迁移速度的快慢 ，吩 为长型和短型。现已证实 A组 HRV 

第 1亚组属短型，第 Ⅱ亚组属长型 此外，在每一亚组内还存在着多种差异 电泳型[ 。近几年 

_jj∈，有 A组 HRV 在医院要儿室新生儿中引起腹泻流行及无症状感染的报告以及在新生的小 

牛、小猪中检测刘 A组 HRV的报告 。本文报道了对我区几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新生儿 

胎便及腹泻便的轮状病毒优势组，优势亚型的研究结果以及胎便、腹揭便中阳性检出率的对应 

关 系 

材料与方法 

1 病毒标本 1992年 11目一1993年 3月从山蒙山自治匹3叶、小同地理位置的少数民族集【f】居住区达茂旗 

( 占旗)、莫力达瓦旗(达斡尔旗)、鄂温克旗(鄂温克旗)和 族集巾居住 (呼和浩特市) 院产科婴儿室．收 

睾 I一3口龄健康新生儿胎便(出生后第一次大便)，临床记录无腹泻症状．胎便为辣绿色粘糊状，以致儿科收 

牟 蔓于 I 994年 6 H 1 0 H收到 、I1 H 27 H传 回 

一 卫牛部青{F科学基金磷助 题 

· - 参加车工作的还n内案占畔盟鄂潞克旗自游旗卫 防《站苏代．内蒙 q盟进蔗旗^民厥院赵保证．内案占呼型盟 

卫生防疫站韩勇，马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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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婴幼儿(6—30月)急性晦泻便 置一30℃冰箱保存 

2 核酸电泳 主要参照Herring 的 法盎行，拔酸经 I O倍浓缩后注胶电泳。 

3 酶联免疫试验(EL1sA) 酶标记抗 A组轮状病毒内壳蛋白VP 单克隆抗体，由浙江医科大学提供，操作 

及结果判定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 

结 果 

I 不同民族居住区 HRV检出率及亚组分布 

采用 PAGE方法对 1992年 I 1月至 1 993．年 3月病毒性腹泻流行高峰期不同民族居住区 

收集的婴姥儿急性腹泻便样品和胎便样品进行了 HRV检测。达茂旗急性腹泻便的阳性率为 

71 4 (20／28)，胎便的阳性率为 1 9．4 (7／36)；奠力达瓦旗急性腹泻便的阳性率为 50 (15／ 

30)，胎便的阳性率 为 0(0／30)；鄂温克旗急性腹泻便 的阳性率 为 62．5 (15／24)，胎便的阳性 

率为 3．3％(1／30)；呼和浩特市地区急性腹泻便 的阳性率为 44．1 (15／34)，胎便的阳性率为 

8．0 (4150)(见表 J)。HRV核酸电婊型与标准株 WaRNA及 DS—iRNA迁移图形比较，达茂 

旗 阳性样品 85．2 (23／27)属第 n亚组 HRV(即长 RNA 电泳型)；奠 力达瓦旗和鄂温克旗 

l 00％为第 Ⅱ亚组(15／l 5，1 6／l 6)；呼和浩特市地 区78．9 (15／19)属于第 Ⅱ亚组。属于第 1亚 

组电泳型的阳性样品在达茂旗和呼和浩特市地区各占 】4．8％和 21．1 (4／27，4／1 9)，并且均 

为婴幼儿急性腹泻便样品。胎便 中除莫力达瓦旗没有检出 HRV外，其他地区检出的阳性样品 

均属第 n亚组 HRV(见图 1)。 

图 】 新牛jL胎便中轮状病毒 RNA基目组图型 

A E 达茂藏(裴古族詹住区 分离株 

F；鄂温克旗(鄂温克族居庄区)骨离株 

G：呼和浩特市(汉族詹住区)丹离株 

Electrophoretie patterns of HRV RNA genomes 0 ncwborn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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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民族居住地区 HRV电泳差异型的区别 

将不同民族居住区的阳性样品在同一条件 F电泳。比较不同毒株同一基因片段电泳迁移 

率 的差别 以EspeJt j的分型标准，达茂旗以第 2差异电泳型为主，占 74．]~(20／27)。鄂温克 

旗 、奠 力达瓦旗和 呼和浩特市地 区 则以第 1差异 电泳 型为主，其检 出率分别 为 81．3％，‘ 

73-3 ，73．3 。 同民族居住区优势电淑差异型的检出结果见表 2。 

表2 不同民旗居住区H硅V的RN^电泳差异型分析 

TaMe 2 RN A etce rraphorefic su~ ypes Of HRV from dm rcn E ethn／c m motRies 

电诛整异型 

Sublypc 

过境旗 鄂温 克旗 奠力选瓦攘 

M II】 Ⅵ ~anner 

呼和浩特市 

Hubhot C[ty 

腹玛便( 胎便( )Nf'JN(／~)胎便( )腹泻便 (％)胎便 ( )腹坞便( )胎便( ) 

DIaTrhc M ecmlium Diarr． Me~o INarr． M e~o Diarr
． M ee0． 

合计 

T ta】 

3 酶标法和 PAGE法检测 HRV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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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标记抗 A组轮状病毒内壳蛋白VP 单克隆抗体对所有收集的样品进行了检测。腹 

泻便的检出率为 51．7 ，胎便的检出率为 15．1 ，与 PAGE的检出率 56·0 8t 2 基本一致 

(P>0．05，见表 3)。 

丧 3 不同民蠢居住地区轮状辅 的 P̂ 0E,~ELIS 结果比较 

Table 3 Compm'~on of HRV h m dil~eren!ethnic minorities by PAGE and EL喀 ^ 

x 选茂旃与呼和浩特市为 s 81 P<O．05(胎 便) 

x 5 8】for DatIla0 Banner and Hu~hot Cnv，P< O 05(m~coaium) 

x 邕蔑旗与呼和浩特市为 4．04，P<O．O5(腹泻便) 

x 4．04 for DatIla。Banner and Huk~e!City．P< O．05 r『 ) 

从表 3也可看出，只有选茂旗与呼和浩特市之间腹泻便、胎便阳性率有显著差异(P< 

0．05)，其它地区问均无显著性差舁(P>0．05)。 - 

讨 论 

检测结果表明．新生儿胎便中可检测出轮状病毒 ，并显示了特征性 A组轮状病毒 RNA基 

因型。四个地区HRV流行的优势型均为第 1亚组。呼和浩特市和达茂旗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 

近 (约 I70kin)，两地区同时伴肯第 1亚组 HRV的感染，但其流行的优势电泳差异型却不同 

而与呼和浩特市相距较远的东部区莫旗及鄂旗(约 2470km)均没有检出第 1亚组 HRV，但其 

流行的优势电泳差异型却与呼和浩特市相同。腹泻便中阳性检出率高的地区 ，胎便中也相对应 

较高，其优势电泳差异型也一致。 

三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阳性检出率与对照区相 比，唯青达茂旗腹泻便、胎便 同时与对照区 

有明显差异 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来看，这一 象的出 与民族 、地理位置没有显著关系，而与 

当地的卫生条件有关。达茂旗镇四面环山，污水排放融难，卫生条件明显劣于其它几个地区，居 

住区内垃圾及人畜粪便随处可见，可能是这一地区HRV流行广泛、感染率高的原因。 

有些作者L5’ ：认为 ELISA试剂盒如用于腹泻症状的新生儿粪便的轮状病毒检测 ，则结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李春英等：少数民族新生儿厦耍幼儿中人轮状病毒分子漉行病学研究 1 95 ． 

准确可靠。若检测无症状感染的样品，则假阳性较多，甚至可达 66 口 ，因而提出须用其它方 

法验证或用改 良的 ELISA法 我们使 用了酶标记抗 A组轮状病毒内壳蛋白 VP 单克隆抗体 

，对腹玛样品的检测结果与 PAGE法的结果基本一致(表 3)，而对胎便的检测结果为 6．6 一 

30．5 ，也远低于国内外报道的新生儿无症状感染的检测结果[5 。现已证实轮状病毒第 6基 

因片段编码内壳蛋白为血清亚组特异性抗原决定簇口 。用其制备单克隆抗体，使试剂的特异 

性增加，减少了假阳性 。据 Tavares03]和 Blokhina[ 对出生后 2d小时内的新生儿胎便的检测 

结果及对产房所做的流行病学调查 ，表 明胎便的阳性检 出率为 2、】】 ，进一步的调查排除了 

分娩产式及分娩后产妇腹泻与新生儿腹泻之问的关 系，提示产妇、新生儿，医护人员可作为传 

染源而形成 HRV在产房内的传播 。本研究不同地区新生儿胎便 HRV的 PAGE检测阳性率 

为 19．4 ，推测其感染主要来源于产妇或耍儿室的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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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 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Rotaviruses am ong 

Newboras and InfantS of Ethnic M inorities 

L i Chunying Gao ．／in Zhang Xiuying et al 

(Innbr Mort9olin H ealth and A nti—el,idemic Slation·H uh hot 010020) 

This paper reports tha c the HRV detectio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m inorities in In— 

nerM ongolia．Ch[na．1 4 6 lllecorliui11 and 】1 6 acute diarrhea sam 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hos— 

pitalized newborns and infants during w inter diarrhea period in 1 993 and were exam ined by 

PAGE and M cA h V P B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ethnic m inority areas had 

the sar／le predom inant elec croDherotype，but different subtypes．HRV detected in new born 

meconium had clear genotyp es of HRV grouD A and all belong to suhgrouP Ⅱ (1ong electro 

pherotype)．H igh H RV posRive rate was found in certain area，but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s 

between either ethnic races or geographical locations·According to epidem ic investigation，1o 

cal environm ental hygiene level was the m ain infection factor of the d~ease．T his conclusion 

was further confirm ed by M cAb VP6 ELIsA ． 

Key words H RV ，N ewborn ，Infant，stool·RNA gen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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