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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 20152016 年河北省腹泻散发病例中诺如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河北省部分医院肠道门诊腹泻病例便样本及流行病学相关资料, 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

诺如病毒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在 1240 样本中, 诺如病毒阳性 58 份, 阳性率为 4.68%; 诺如病毒阳性率

存在地域差异, 邢台地区阳性率最高为 10.08%; 全年均有散发病例但在冬春季节出现明显的发病高峰; 基

因型以 GⅡ型为主(4.28%), GI 型阳性率 0.40%; 易感人群为婴幼儿(0~6 岁)和老年组(66~), 其感染不存在性

别差异。结论  诺如病毒是河北省散发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 应加强对诺如病毒的监测, 并进一步研究其

变异, 为诺如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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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ovirus infection in sporadic diarrhea 

cases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52016. Methods  The diarrhea stool samples and epidemiological related data from 

Sept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6 in the intestinal clinic were collected, and norovirus was detected and classified by 

RT-PCR. Results  A total of 58 (4.68%) positive specimens were detected among 1240 sporadic cases of acute 

diarrhea; the positive rate of norovirus varied by region, and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Xingtai was 10.08%. There were 

sporadic cases throughout the year, but there were obvious peak in winter and spring. The genotype was mainly GⅡ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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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GI type positive rate was 0.40%. The susceptible population was infants (0~6) and the elderly group (66~),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fection in gender. Conclusion  Norovirus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of infections diarrhea in 

Hebei province. The monitoring of noroviru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its vari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roviru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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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诺如病毒(norovirus, NV)属于人类杯状病毒, 诺如病

毒存在多种传播途径, 感染剂量低, 且变异速度快, 各年

龄段人群均易被感染, 常在医院、学校、军队等人群密集

单位暴发和流行。在全球范围, 诺如病毒是引起人类非细

菌性急性胃肠炎的最主要的病因, 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
[1]。国内 27 省市 2009~2013 年门诊腹泻病例诺如病毒监测

资料显示, 在 6~23 月龄儿童和 45 岁以上人群的检出率最

高, 分别为 13.7%和 12.4%, 秋、冬季检出率较高, 主要型

别为 GⅡ型[2]。国内有关诺如病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免疫力

低下的婴幼儿、老年人以及集中暴发的感染人群, 对全年

龄段散发诺如病毒腹泻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对河北省 6 个

地市医院肠道门诊 2015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就诊的全年

龄段散发腹泻患者粪便样本进行了诺如病毒检测, 并对其

主要流行病学资料进行了分析, 以了解河北省腹泻散发病

例中诺如病毒感染的主要特征及趋势, 为预防及控制该病

毒引起的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标本采集及数量 

按河北省的地域划分, 选择 6 个地区(石家庄、邢台、

沧州、秦皇岛、承德和廊坊), 每个地区随机选择 2 个三甲

级医院肠道门诊进行腹泻便标本采集, 标本符合病例定义

(24 h 内腹泻次数 3 次或以上、且大便性状有改变)。时间

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 共采集腹泻便样本1240份。 

2.2  仪器和试剂 

CFX96 荧光定量 PCR 仪(美国 Bio-Rad 公司); 天隆核

酸自动提取仪、病毒 RNA/DNA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西安

天隆科技公司); 蛋白酶 K(美国 Sigma 公司); RNA Ul 

trasense One-step Quantitative RT-PCR System(美国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 引物和探针序列参照 ISO/TS15216-2

《食品中甲肝病毒和诺如病毒 real-time RT-PCR检测方法》
[3], 由华大基因公司合成; 阳性对照采用已知诺如病毒阳

性样品。 

2.3  实验方法 

2.3.1  样本处理 

水样便或粘液便经 1 mL 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混悬后取 1 mL, 8000 r/min 离心 5 min, 

取上清作为粗提样本。然后, 按核酸提取试剂盒说明进行

核酸提取, 样本体积为 200 μL, 提取后得到总核酸体积为

60 μL, 提取后的 RNA 于80 ℃保存。 

2.3.2  实验室检测 

诺如病毒核酸检测应用一步法荧光定量 (RT-PCR), 

分别检测 GI 型和 GⅡ型, 按试剂盒说明配制反应体系, 扩

增条件为 55 ℃ 30 min; 95 ℃ 15 min; 95 ℃ 15 s, 60 ℃ 20 s, 

65 ℃ 30 s(检测荧光), 45 个循环。结果判定 Ct 值≤36 时, 

判断结果为阳性。 

2.4  统计学分析 

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全省腹泻病例诺如病毒检测结果 

全省共采集 1240 份腹泻便样本, 诺如病毒检测阳性

样本 58 份, 阳性率 4.68%。各地区阳性率不同, 其中邢台

阳性率(10.08%)高于其他地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63, 

P＜0.01)。沧州地区阳性率(5.81%)稍高于平均水平, 但与

其他地区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χ2=0.51, P＞0.05)。石家

庄、承德、秦皇岛和廊坊阳性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分

别为 4.42%、4.29%、3.33%和 2.68%。全省腹泻便诺如病

毒阳性以 GⅡ为主, 共 53 份, 阳性率 4.28%, 各地区均有检

出。GI 型 5 份, 阳性率 0.40% (见表 1)。 

3.2  诺如病毒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 

将所有患者划分为 5 个年龄组: 婴幼儿(0~)、少年

(7~)、青年(18~)、中年(41~)和老年(66~)。5 个年龄组诺如

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6.65%、4.00%、2.06%、4.14%和 5.97%, 

婴幼儿和老年组诺如病毒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组,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9.67, P＜0.01) (见表 2)。 

3.3  诺如病毒阳性样本的时间分布 

除 7 月份样本诺如病毒为阴性, 其他月份均有检出。

各个月份阳性率差别较大, 2 月份和 11 月份为两个高峰, 5、

6 和 7 月为非流行期。1、2、3、10 和 11 月样本的阳性率

高于年度其他月份,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77, P＜0.01), 

上述 5 个月份的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7, P

＞0.05)(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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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北省腹泻便诺如病毒检测结果 
Table 1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norovirus in diarrhea stool in Hebei province 

地区 
GI+GⅡ GI GⅡ 

样本份数 阳性率/% 阳性数 阳性率/% 阳性数 阳性率/% 

石家庄 452 4.42 2 0.44 18 3.98 

邢台 119 10.08 1 0.84 11 9.24 

沧州 155 5.81 0  9 5.81 

秦皇岛 150 3.33 0  5 3.33 

承德 140 4.29 2 1.43 4 2.86 

廊坊 224 2.68 0  6 2.68 

合计 1240 4.68 5 0.40 53 4.28 

 
 

表 2  河北省诺如病毒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 
Table 2  Age distribution of norovirus positive patients in Hebei province 

年龄组(岁) 
GI+GⅡ GI GⅡ 

样本份数 阳性率/% 阳性数 阳性率/% 阳性数 阳性率/% 

婴幼儿(0~) 541 6.65 1 0.18 35 6.47 

少年(7~) 75 4.00 0  3 4.00 

青年(18~) 388 2.06 2 0.52 6 1.55 

中年(41~) 169 4.14 2 1.18 5 2.96 

老年(66~) 67 5.97  0  4 5.97 

合计 1240 4.68  5 0.40 53 4.28 

 

 
 

图 1  不同时间诺如病毒的阳性率 

Fig.1  Positive rate of norovirusin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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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诺如病毒阳性样本的性别分布 

1240 份腹泻病例中, 男性患者 696 份, 女性患者 544

份, 检出率分别为 4.02%(28/696)和 5.51%(30/544)。在性别

分组中, 诺如病毒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2, P

＞0.05)。 

4  结论与讨论 

诺如病毒是目前国内外流行性非细菌性腹泻的首要

病原, 具有感染剂量低、变异快、传播途径广泛等特点。

据报道, 发达国家42%~90%的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疫情是由

诺如病毒引起的[4]。我国曾有大量胃肠炎暴发的报道均与

该病毒有关[5,6], 河北省近年来也有中小学诺如病毒腹泻

的暴发和报道[7], 但散发病例的研究报道较少。 

本研究对河北省部分医院肠道门诊散发腹泻病例进

行了为期 16 个月的连续监测, 结果显示诺如病毒感染总

体阳性率为 4.68%, 低于国内其他地区[8-10], 且不同地区的

阳性率也存在差别, 提示诺如病毒的流行存在地域差异。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河北

省部分肠道门诊腹泻常规监测数据, 存在不就诊或未进入

监测系统的病例, 故本研究诺如病毒阳性率会低于其实际

感染水平。 

资料显示诺如病毒胃肠炎的暴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规律 , 与温度和湿度呈负相关 [11,12], 河北省诺如病毒腹

泻的流行有明显的季节高峰, 以 1~3 月和 10~11 月即冬春

季节为高峰, 其中 2 月和 11 月最高; 12 月份阳性率位于

平均水平, 其余月份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7 月份未检出诺

如病毒。 

上述散发腹泻病例中诺如病毒阳性率在地域及时间

分布方面与同期相关高风险食品-贝类水产品中污染率并

不一致, 贝类水产品中诺如病毒的污染状况也存在地域差

异, 沿海城市秦皇岛样品污染率高于内陆城市, 时间以夏

季 6~7 月份最高, 12 月至次年 1 月污染率最低[13], 而本次

散发腹泻病例诺如病毒阳性率则以内陆的邢台地区为最高, 

沿海城市秦皇岛接近最低; 高发季节则以冬春季节最高, 

6~7 月份最低, 病例与食品中阳性率的差别显示诺如病毒

的流行应存在除食品外的其他更重要的传播方式, 如被污

染的手、呕吐物或粪便污染的物体表面, 或者通过呕吐物

细小飞沫污染, 流行期不排除空气传播等。 

另外, 河北省诺如病毒腹泻检测结果显示高危人群

为免疫力相对较低的婴幼儿和老年人群, 同时其感染不存

在性别间的差异, 与国内外多数报道一致[5,8]。 

综上, 诺如病毒感染是河北省腹泻散发病例的重要

病原, 其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和人群特征, 同时存在

一定的地域差异, 因此应加强大众的健康宣教, 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同时扩大监测范围, 研究其流行传播途径, 

尤其是对诺如病毒进行更为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了

解河北省诺如病毒的优势毒株及流行规律, 为预防和控制

诺如病毒腹泻疫情提供更为科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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