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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目的8了解丽水市外环境Q$%Q%%QI 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动态分布情况!为防治人感染禽流感提供依据)

方法8对 !""I !"#$ 年 # 月丽水市外环境标本#清洗禽类污水%禽类粪便及笼具表面等$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反应方法检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者进一步检测 Q$% Q%% QI 亚型核酸!监测数据用 *UN;4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8监测各类外环境场所 H% 个!检出禽流感病毒场所 !H 个!占 &!7#H]!以家禽宰杀加工场所和城乡活禽

交易市场的病毒检出比例最高!分别为 #""7""]和 I!7&"]) 不同场所来源标本病毒阳性率以家禽宰杀加工场所

最高!达 CK7&C]!其次为城乡活禽市场的 !&7$C]!最低为家禽散养集中地区!为 #7!$]) Q$% Q%% QI 和其他未

分型禽流感病毒的检出率分别为 "7II]%C7"H]%$7H&]和 I7&&]!检出的Q% 均为Q%0I 亚型) 禽流感病毒检出

率最高的标本为清洗禽类污水#C"7""]$!最低为笼具表面涂抹物##!7"%]$!平均检出率达 #I7&%]) Q$ 亚型的

检出率以三季度为高*Q% 亚型的检出率一%四季度较高!二%三季度较低*QI 亚型检出率一季度最低!四季度最高*

总体上Q$ 亚型的检出率最低) 结论8丽水市城乡活禽市场与宰杀加工场所等外环境中常年有 Q$%QI%Q%0I 等

多种亚型禽流感病毒存在!有感染人的风险!应积极采取综合性防控措施)

关键词"8城乡活禽市场* 外环境* 禽流感病毒*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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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禽流感#+T9<= 9=O43;=Z<$是甲型流感病毒在多

种家禽%野禽和鸟类之间传染的禽类传染病) 禽流

感病毒按照致病性强弱!可分为高致病性%低致病

性和非致病性三类!目前引起人类感染和发病的禽

流感病毒主要为Q$%Q% 及 QI 亚型!人感染禽流感

主要是由于接触感染病毒的禽鸟及其分泌物和排

泄物+#,

) 为了解丽水市外环境及禽鸟Q$%Q% 及QI

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动态分布状况!为人感染禽流感

预防控制工作提供依据!本研究选择该市部分城乡

活禽交易市场%家禽规模养殖场#户$%家禽宰杀加

工场所%家禽散养户集中的地区%野生禽鸟栖息地

等场所作为监测点!采集这些禽类所在场所外环境

中的家禽粪便%笼具表面涂抹物%禽类饮水%清洗禽

类的污水%宰杀或摆放禽肉案板表面的涂抹物等标

本!开展Q$%Q% 及 QI 亚型禽流感病毒监测) 现将

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T材料与方法

#7#8监测点设置8!""I !"#! 年选择缙云县!

!"#& 年增加青田县%松阳县!!"#C 年后扩大到丽水

全市 I 县#市%区$) 按单纯随机抽样方法选择部分

城乡活禽交易市场%家禽规模养殖场#户$%家禽宰

杀加工场所%家禽散养户集中的地区%野生禽鸟栖

息地等场所作为外环境监测点!具体为 !""I !"#!

年!在缙云县选择 ! 家城乡活禽交易市场作为监测

点!采集家禽粪便%笼具表面涂抹物%禽类饮水%清

洗禽类的污水标本!每季度 $ #̂" 份!!"#& 年增加

青田县和松阳县!各选择 # 家活禽交易市场采集上

述标本!每季度 $ #̂" 份!!"#C 年开始扩大到全市

所有县#市%区$!选择 #& 家活禽交易市场作为监测

点!按月采集 $ #̂" 份上述标本) !"#C 年在缙云县

等 K 个县#市%区$选择 #" 个禽类宰杀加工场所作

为监测点!采集家禽粪便%笼具表面涂抹物%禽类饮

水%清洗禽类的污水%宰杀或摆放禽肉案板表面的

涂抹物标本!每季度不少于 !" 份*选择 &C 家家禽规

模养殖场#户$作为监测点!采集家禽粪便标本%笼

具表面涂抹物%禽类饮水标本!每季度不少于 $" 份*

选择 !! 个家禽散养户集中的地区作为监测点!采集

家禽粪便%笼具表面涂抹物标本!每季度不少于 !"

份*选择 $ 个野生禽鸟栖息地作为监测点!采集禽鸟

粪便%不明原因死亡野禽咽拭子和肛拭子标本!每

季度不少于 #" 份*选择 & 个其他场所采集禽类粪

便%不明原因死亡禽类咽拭子和肛拭子标本!每季

度不少于 #$ 份)

#7!8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8按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人感染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的要求

进行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采样使用病毒采样

运输管#北京友康$!主要采集家禽粪便标本%笼具

表面涂抹物%禽类饮水%清洗禽类的污水%宰杀或摆

放禽肉案板表面的涂抹物及其他标本#包括不明原

因死亡家禽%野禽咽拭子和肛拭子$*标本在 C j条件

下 !C D内送至实验室!未能按时送达的置于G%" j

以下保存)

#7&8实验方法8从环境标本中提取病毒 -0+后!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G聚合酶链反应 #@;<4\B9>;

O436@;:N;=N;f3<=B9B<B9T;\E645>;@<:;1D<9= -;<NB96=!

@;<4\B9>;E1-$方法进行甲型流感病毒 R基因核酸

序列检测!核酸阳性的标本进一步检测 Q$%Q%% QI

及Q%0I 亚型核酸) -0+提取&R<F0+E@3;L6B<4

03N4;9N+N9P [9B试剂盒#-6ND;$) -;<4\B9>;E1-仪

为美国+M(%$"")

甲型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Q%0I 核酸测定试

剂盒由中山达安基因生产!禽流感病毒 Q$% Q%%

QI 亚型核酸测定试剂盒由上海之江生产) E1-反

应体系&总体积 !$7"

*

4!包括 @;<4\B9>;E1-反应检

测混合液#I7"

*

4%引物混合液 #7"

*

4%-0+模板

$7"

*

4*参数设置&C$ j #" >9=*I$ j #$ >9=*I$ j

#$ :%K" j K" :!循环 C" 次!在 K" j单点荧光检测!

选择S+R荧光通道!实验结果根据@;<4\B9>;E1-扩

增曲线%L7值判断)

禽流感病毒 Q$%Q%%QI 亚型核酸引物探针由

国家流感中心下发) @;<4\B9>;E1-反应&W=;)B;J

E@9>;)N@9JB-L\E1- [9BE;@S;NB-;<4\B9>;试剂盒

#L<[<-<$*E1-反应体系&! oW=;)B;J -L\E1-

M3OO;@#!7$

*

4*引物S6@Y<@P#C"

*

>64̀/$ "7$

*

4*引

物 -;T;@:;# C"

*

>64̀/$ "7$

*

4* 探 针 E@6?;

##"

*

>64̀/$ "7$

*

4* E@9>;)N@9JB-L*=Z5>;R9U

"7$

*

4* L<[<-<*UL<f Q) "7$

*

4* 模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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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

4*'*E1水补足至总体积 !$7"

*

4) 反应参数&

C! j &" >9= 反转录!I$ j预变性 ! >9=!以 I$ j

#$ :!$$ j &" :扩增 C$ 个循环!在 $$ j后进行单点

荧光检测) 实验结果根据 @;<4\B9>;E1-扩增曲线%

L7值判断)

#7C8数据分析8将有关数据录入 *UN;4!""& 软件

进行整理!通过 )E)) #&A"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

比较采用
!

! 检验!$g"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结果

!7#8时间分布8!""I !"#$ 年 # 月共监测 #%#C 份

外环境标本!检出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 份!阳性率

#I7&%]!监测到了Q$%Q%%QI 和其他未分型禽流感

病毒) 各年度的阳性率差别较大!其中最高的为 !"#$

年 #月的K"7""]!其次为!"#C年的!&7&H]!!"#!年

和 !"#&年则未监测到阳性标本) 从 !"#C 年开始监

测到的Q%均为Q%0I亚型!见表 #)

!7!8季度分布8丽水市外环境标本禽流感病毒检

出率不同季度在 #$7K#] !̂C7K"]之间波动!以四

季度检出最高!其中Q$%Q%%QI 和其他未分型禽流

感病毒在不同季度的检出率依次在 " Ĉ7CK]%

"7!I] ^##7%K]% #7HH] ^H7C%]和 C7%#] ^

#&7%C]之间波动) Q$ 亚型的检出率以三季度为

高!一季度未检出*Q% 亚型的检出率一%四季度较

高!二%三季度较低*QI 亚型检出率一季度最低!四

季度最高!其他未分型检出率四季度最高!一季度

最低!见表 !) 总体上Q$ 的检出率最低)

!7&8地区分布8I 个县 #市%区$阳性检出率在

#"7K#] %̂"7""]之间!最高的为莲都区!阳性率为

%"7""]!最低的为青田和松阳县!分别为 #"7K#]

和 #"7I#]) 截至 !"#$ 年 # 月!全市已有 ! &̀ 的县

监测到Q%0I 亚型!见表 &)

!7C8场所分布8共监测各类外环境场所 H% 个!检

出禽流感病毒场所 !H 个!占 &!7#H]!以家禽宰杀

加工场所和城乡活禽交易市场的检出病毒比例最

高!分别为 #""]和 I!7&]) 具体为&#& 个城乡活

禽交易市场检出病毒 #! 个!占 I!7&#]*#" 家禽宰

杀加工场所全部检出病毒*&C 家家禽规模养殖场

#户$检出病毒 & 个!占 H7H!]*!! 个家禽散养户集

中地区检出病毒 # 个!占 C7$C]*$ 个野生候鸟栖息

地检出病毒 # 个!占 !"7""]*& 个其他场所检出病

毒 # 个!占 &&7&&])

检测上述 K 类场所 #%#C 份标本!检出禽流感病

毒阳性标本 &&! 份!其中Q$ 亚型 #" 份!Q% 亚型 K!

份!QI 亚型 H$ 份!同时检出 Q% 和 QI 亚型 H 份!

Q$ 和QI 亚型 % 份!其他未分型 #K" 份) Q$%Q%%

QI 及其他未分型的检出率分别为 "7II]%C7"H]%

$7H&]和 I7&&])

表 ,T:--8 :-,; 年 , 月丽水市外环境标本禽流感病毒核酸监测结果

Z=$?G,T)G>G%>4&6'G5F?>5&@=M4=646@?FG6]= M4'F546G6M4'&6EG6>5=EO?G546W45KF4!:--8XH=6F='P :-,;

年份
检测数

#份$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各亚型检出数#份$

Q% Q$ QI QI VQ% QI VQ$ 其他未分型

!""I &" $ #KAK% " # ! " " !

!"#" HI & &A&% " " & " " "

!"## K! C KAC$ " " C " " "

!"#! C" " "A"" " " " " " "

!"#& #%I " ""A"" " " " " " "

!"#C #!%I !II !&A&H C% I %K H % #$!

!"#$ &$ !# K"A"" #$ " " " " K

合计 #%#C &&! #IA&% K! #" H$ H % #K"

表 :T:--8 :-,; 年丽水市不同季度外环境标本禽流感病毒核酸监测结果

Z=$?G:TLG=5&65OG%4@4%DG>G%>4&6'G5F?>5&@=M4=646@?FG6]= M4'F546G6M4'&6EG6>546W45KF4!:--8 7:-,;

季度
检测数

#份$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各亚型检出数#份$

Q% Q$ QI QI VQ% QI VQ$ 其他未分型

一季度 C!$ %C #%AC# CK " C C " !"

二季度 &CI $$ #$A%K # # !& " " &"

三季度 &#C CI #$AK# # H #" " K !C

四季度 K!K #$C !CAK" #C # CH C # HK

合计 #%#C &&! #IA&% K! #" H$ H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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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8 :-,; 年 , 月丽水市不同县#区$禽流感病毒核酸监测结果

Z=$?G/TB'G= 5OG%4@4%DG>G%>4&6'G5F?>5&@=M4=646@?FG6]= M4'F546G6M4'&6EG6>546W45KF4!:--8 7H=6F='P :-,;

监测县

#区$

检测数

#份$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各亚型检出数#份$

Q% Q$ QI QI VQ% QI VQ$ 其他未分型

缙云 %I! #&$ #%A"$ C# & &! # " $H

景宁 %K !! !HAI$ & " " C " #$

莲都 $" &$ %"A"" & " I ! " !#

龙泉 %& !& &#A$# I " K # % "

青田 #IH !# #"AK# C " C " " #&

庆元 #"K !H !KAC! " # #" " " #%

松阳 #K$ #H #"AI# " " #$ " " &

遂昌 I" ## #!A!! " # K " " C

云和 #KC &I !&A%H ! $ & " " !I

合计 #%#C &&! #IA&% K! #" H$ H % #K"

88不同场所来源标本病毒阳性率以家禽宰杀加

工场所最高!达 CK7&C]!其次为城乡活禽市场的

!&7$C]!最低为家禽散养户集中地区!为 #7!$]!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d##!7H%!$g"7"$$)

城乡活禽市场和家禽宰杀加工场所均监测到了Q$%

Q%%QI 亚型和其他未分型禽流感病毒!见表 C)

!7$8不同标本来源分布8从不同类型的标本中均

检出禽流感病毒核酸!最高为清洗禽类污水

#C"7""]$!最低为笼具表面涂抹物##!7"%]$!不

同种类标本阳性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d%K7$!$g"7"$$) Q$ 亚型检出率最高为清洗

禽类污水#C7!C]$!其他类标本未检出!平均检出

率为 "7II]*Q% 亚型检出率最高为清洗禽类污水

#%7!%]$! 最低为笼具表面涂抹物#!7CK]$!平均

检出率为 C7"H]*QI 亚型检出率最高为清洗禽类

污水 # #!7#!]$! 最 低 为 笼 具 表 面 涂 抹 物

#&7!"]$!平均检出率为 $7H&]*其他未分型检出

最高为清洗禽类污水##I7&I]$!最低为其他类标

本#$7%%]$!平均检出率为 I7&&]) 此外!在禽类

粪便%清洗禽类污水%宰杀或摆放禽肉案板表面涂

抹物各 ! 份%# 份禽类饮水同时检出 Q$ 和 QI 亚

型!禽类粪便和清洗禽类污水各 & 份%笼具表面涂抹

物%禽类饮水各 # 份同时检测到 Q% 和 QI 亚型!见

表 $)

表 2T:--8 :-,; 年 , 月丽水市不同监测场所禽流感病毒核酸监测结果

Z=$?G2TLF'MG4??=6%G54>G5OG%4@4%DG>G%>4&6'G5F?>5&@=M4=646@?FG6]= M4'F546G6M4'&6EG6>546W45KF4!:--8 7H=6F='P :-,;

监测场所种类
检测数

#份$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各亚型检出数#份$

Q% Q$ QI QI VQ% QI VQ$ 其他未分型

城乡活禽市场 ###% !K& !&A$C C& H %& % % #!$

家禽规模养殖场#户$ &"& !" KAK" #" " C " " K

家禽散养户集中地区 H" # #A!$ " " " " " #

家禽宰杀加工场所 H! &H CKA&C # ! H # " !K

野生候鸟栖息地 $$ # #AH! # " " " " "

其他 %% I ##AKI % " " " " !

888合计 #%#C &&! #IA&% K! #" H$ H % #K"

表 ;T:--8 :-,; 年 , 月丽水市不同种类标本禽流感病毒核酸监测结果

Z=$?G;TL=EO?G5OG%4@4%DG>G%>4&6'G5F?>5&@=M4=646@?FG6]= M4'F546G6M4'&6EG6>546W45KF4!:--8 7H=6F='P :-,;

核酸类别

禽类粪便

#% dK!&$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笼具表面涂抹物

#% dC"K$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禽类饮水

#% d!!!$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清洗禽类污水

#% d#K$$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宰杀或摆放禽肉案板

表面涂抹物#% d!CK$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其他#% d$!$

阳性数

#份$

阳性率

#]$

其他未分型 C$ %A!! !K KAC" #I HA$K &! #IA&I &$ #CA!& & $A%%

Q$ # "A#K # "A!$ # "AC$ $ &A"& ! "AH# " "A""

Q% #I &A"$ I !A!! #" CA$" I $AC$ #& $A!H ! &AH$

QI !K CA#% #! !AIK #& $AHK #$ IA"I #K KA$" & $A%%

Q$ VQI ! "A&! " "A"" # "AC$ ! #A!# ! "AH# " "A""

Q% VQI & "ACH # "A!$ # "AC$ & #AH! " "A"" " "A""

88合计 IK #$AC# CI #!A"% C$ !"A!% KK C"A"" KH !%AKC H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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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讨论

甲型流感由于其基因片段可进行重组!可发生

抗原漂移和抗原转换) 近年来!禽流感病毒跨越种

间屏障!由Q$%Q%%QI 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

件均有报道+! GK,

!特别是 !"#& 年!国内发生了新型

Q%0I 禽流感的流行+% GH,

!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

威胁) 丽水市从 !""I 年开始进行外环境禽流感病

毒的监测工作! 收集全市禽流感病毒相关信息与资

料!了解其动态变化趋势! 对研究禽流感病毒的来

源和传播途径等环节十分必要)

@;<4\B9>;E1-检测技术是目前检测禽流感病毒

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是直接检测禽流感病毒核

酸!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快速等优点+I G#!,

!但

该方法的实验结果易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对实验过

程的控制和技术要求比较高!同时需要实时荧光定

量E1-仪用于定量检测!或 E1-基因扩增仪用于

定性检测!以及依据禽流感病毒的核酸特定序列研

制的基于引物和探针的 E1-检测试剂盒) 通过丽

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的培训和指导!从

!"#& 年开始!丽水市下辖各县级 1'1实验室均已

开始运用该检测方法检测禽流感病毒核酸!为全市

的禽流感病毒监测工作提供了实验室检测技术

支持)

监测结果显示!该市多个县#市%区$外环境中

存在对人类可感染致病的 Q$%Q%%QI 亚型禽流感

病毒) 从时间上看!截至 !"#& 年底监测到的主要为

Q$ 和QI 及其他亚型禽流感病毒!未发现 Q% 亚型

禽流感病毒!从 !"#C 年 # 月首先在缙云县农贸市场

的活禽宰杀点监测到了 Q%0I 禽流感病毒!并发生

了首例人感染 Q%0I 禽流感病例!系宰杀携带病毒

而外表健康的土鸡感染发病+#&,

!随后!其他县#市%

区$陆续监测到该病毒) 从季节上看!不同亚型禽

流感病毒的检出率有差别!Q$ 亚型的检出率以三季

度为高!一季度未检出*Q% 亚型的检出率一%四季度

较高!二%三季度较低*QI 亚型检出率一季度最低!

四季度最高!其他未分型检出率四季度最高!一季

度最低) 总体上Q$ 的检出率最低) 季度分布结果

表明一年四季禽流感病毒均可污染外环境!总体上

以冬春季较为严重) 各县#市%区$监测到的禽流感

病毒型别和数量存在差异!则可能与各地监测点设

置%采样时间%采集标本类别与数量有关!可能会引

起结果误差!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监测工作)

从监测结果来看!该市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污染

率高的场所主要为家禽宰杀加工场所%活禽交易市

场!与相关报道类似+#C,

) 外环境标本检出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清洗禽类的污水%宰杀或摆放禽肉案

板表面涂抹物%禽类饮用水%禽类粪便%其他标本

和笼具表面涂抹物!表明在禽类销售%宰杀等环节

中极易造成环境污染!尤其是宰杀环节中所用的

水和案板等更容易被禽流感病毒污染) 由于活禽

交易市场%宰杀加工场所汇聚了不同来源的活禽!

监测发现存在一种标本同时检出 ! 种以上亚型禽

流感病毒!说明交叉污染隐患大!有可能增加不同

亚型病毒之间重配的风险!而且一些场所条件简

陋!从业人员防护意识差!暴露机会多!感染发病

的风险较高)

从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禽类暴露或与禽类

密切接触是人感染禽流感的危险因素之一+#$ G#H,

) 因

此!为防止人类感染禽流感!建议丽水市有条件的地

区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活禽定点宰杀后以白条鸡#包

括鸭%鹅%鸽等$上市销售!减少污染环节) 对于条件

不具备的地区!要加强活禽交易市场和宰杀场所的监

管!加强交易场所与宰杀场所的清扫和消毒! 增强交

易人员的防护意识与防护措施! 尽可能降低人感染

禽流感风险) 此外! 应开展职业暴露人群禽流感感

染水平和危险因素暴露的监测研究! 继续深入开展

禽流感病毒动态分布趋势以及致病力和传播能力的

监测!评估流行风险!以便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防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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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资讯!

世卫组织验证古巴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母婴传播状况#一$

!"#$ 年 K 月 &" 日"日内瓦 华̀盛顿!古巴今天成为世界上首个接受世卫组织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母婴

传播状况验证的国家&

'消除病毒传播是可能获得的最大公共卫生成就之一"(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说& '这是我们

与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长期抗争的一大胜利"也是朝着无艾滋病一代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 西迪贝补充到!'对古巴而言这是一次庆祝"也是各地儿童和家

庭的一次庆祝& 这表明终结艾滋病流行存有可能"我们期待古巴属于多个国家主动要求对其遏制儿童中的

疾病流行情况作出验证的首个国家&(

挑战

估计全球每年有 #C" 万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怀孕& 如不加治疗"她们在怀孕%分娩%产出或者哺乳期间

将病毒传给孩子的可能性为 #$ GC$]& 然而"在可能出现感染的所有阶段使母亲和孩子服用抗逆转录病毒

药物"就可使这一危险降至 #]& 自 !""I 年以来"每年在出生时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数量几乎降低了一半"

从 !""I 年的 C" 万人降到 !"#& 年的 !C 万人& 但仍需采取强化措施"以实现到 !"#$ 年时每年少于 C 万次儿

童新发感染的全球目标&

全世界每年约有 #"" 万名孕妇感染梅毒& 这可导致胎儿早期死亡和死产%新生儿死亡%低出生体重婴儿

和新生儿严重感染& 然而"在怀孕期间使用青霉素等简单且符合成本效益的筛查和治疗方案"就可使这类

并发症的一大部分得到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