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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99坛!

制定来源于中国各类鼠疫自然疫源地
鼠疫菌种的新编号方案的建议

俞东征"海荣"夏连续

关键词!9鼠疫耶尔森菌$编号$监测$鼠疫自然疫源地

中图分类号!GH:;4$ 文献标识码!I 文章编号!:""> =##;:%!""#&"! =""8# ="!

99目前!中国保存着来自全国各种类型的鼠疫自

然疫源地!自 :#%$ 年以来的各个流行时期的鼠疫菌

的代表菌株!数量超过 $""" 株以上!是世界上最大

的鼠疫菌种多样性资源' 这一资源已经多次在中

国鼠疫预防与控制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是提高中国

对鼠疫的认识!在防制能力和控制技术方面赶上世

界水平的最重要的条件'

鼠疫菌种的编号!代表着这些菌株的出处与特

征!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制定

了全国统一的鼠疫菌种编号规则!并历经改善!保障

了鼠疫菌种保藏和研究工作的有序进行' 中国目前

的鼠疫菌株编号!采用 H J; 位阿拉伯数字' 前 : J!

位代表菌株的分离地点!后 >位代表自开始分离鼠疫

菌以来的统一顺序号' 不同菌株的编号位数不同!是

因为目前中国分离鼠疫菌的省区已经超过 :" 个!因

而不得不进位' 这种编号系统目前也已经不敷要求!

因为在许多地区总顺序号已满!因此不得不将同一省

区的菌株编入不同的地区号' 鼠疫监测急迫要求建

立新的鼠疫菌种编号系统!但经过多次讨论!仍然未

得出一个被多数鼠疫专业技术人员认可的(简单实用

又具有鲜明特征的方案' 根据近年来中国鼠疫防治

形势的需求!鼠疫预防与控制实践的迅速发展已无法

再等待!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编号建议' 此建议

的编号方案已经在投往国外杂志的文章中试用!待

!""#年度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委员会的鼠疫专家

组进行详细讨论或修订后!再向全国推行'

!"鼠疫菌种新的编号顺序及其规则

建议新的鼠疫菌编号方案由 ! 个英文字母和 H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

第 : 位大写英文字母代表分离菌株的省或自治

区!尽可能采用省区名或简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

重复者冠以没有用过的字母'

表 !"鼠疫菌编号第一位字母代表的省份

#$%&'!"()*+,-.'/)'0)'/'-1'2%3 14'5,)/1&'11')

,-14'-67%'),-8 /3/1'7

省区 代表字母 省区 代表字母

黑龙江 K 陕西 +

吉林 L 宁夏 7

辽宁 M 甘肃 N

内蒙古 O 新疆 P

河北 Q 青海 R

西藏%藏& S 广东%粤& T

四川%川& U 福建 2

云南%滇& & 广西 V

贵州 W

第 ! 位大写英文字母!代表所分离菌株的类型'

按照纪树立主编的)鼠疫*中国鼠疫菌生态型的顺

序分配英文字母!新发现的菌型顺延'

表 9"鼠疫菌编号第二位字母代表的菌型

#$%&'9":.*130'/*5!"#$%&'%)'0)'/'-1'2%3 14'/'.*-2

&'11'),-14'-67%'),-8 /3/1'7

菌型 代表字母 菌型 代表字母

松辽平原I型 I 昆仑山I型 W

松辽平原Q型 Q 昆仑山Q型 M

鄂尔多斯高原型 U 祁连山型 O

锡林郭勒高原型 & 青藏高原型 7

黄土高原I型 ? 冈底斯山型 X

黄土高原Q型 2 滇西北纵谷型 Y

北天山东段型 N 滇闽居民区型 R

北天山西段I型 K 青海田鼠型 G

北天山西段Q型 Z 准噶尔盆地型 +

帕米尔高原型 L

第 >(第 % 位阿拉伯数字!代表分离年代'

最后 > 位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省区(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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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中!每年分离的顺序号'

例如#&Y";""> 代表 !""; 年在云南的野鼠鼠疫

地区分离的第 > 株鼠疫菌!也就是当年在玉龙分离!

并已测定了全基因组序列的菌株'

这一编号方案的主要优点是能以最少的字节

反映最多的鼠疫菌种信息!同时还包含着足够的发

展余量'

中国目前有 :8 省(自治区曾分离鼠疫菌或存在

鼠疫活动可能分离鼠疫菌' 以英文字母代表省区

名后!还有 # 个字母未曾使用!这就为新增加的省份

保留了余地' 即使将来分离鼠疫菌的省份超过 !;

个!还可以使用其他字母!如希腊字母表示' 这就

为编号节省了一个字节!可以用来反映其他的内容'

鼠疫菌种所属的类型!可能是任何关于鼠疫调查

中第一位考虑的内容!在编号中能够识别!可以方便

调查!避免差错!因而编号的这项功能应该保留' 在

目前的编号系统中!采取的是预留数码段的方式!因

而会出现因数码排满而导致编码不连续问题' 在新

的编号方案中!这一位也使用英文字母' 目前中国已

发现了 :#个生态型的鼠疫菌!还有足够的余量来编

码新的发现!甚至区别已有生态型中的亚型'

在编号系统中增加细菌分离的年份是非常必要

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号码排满的问题$同

时!这也使细菌编号增加了新的内容!菌株分离的年

代将一目了然' 这一编号方案仍采用 ! 位数字来表

示年份!因而这个方案可以使用到 !"%8 年' 之后!编

号技术的改进将使用 %位数年号成为可能'

菌株序列号仍保持 > 位' 按照目前中国鼠疫监

测的发展水平!一个省区一种类型一年内分离超过

:"" 株鼠疫菌是可能的!采用 > 位编码就为应对超

高强度的动物间鼠疫流行留下余地!不至于停止分

离鼠疫菌或仅保存其中的代表株'

9"使用新的编号方案拟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目前保存的菌株以及已往文献的衔

接!这应采取编制新旧菌号对照表来解决' 这一对

照表不仅应当包括新的编号和目前的编号!还应当

包括更原始的编号' 在中国最初使用的 > 位数编号

中!如青海的 :%: 株和云南的 >$" 株等已经在诸多

文献中出现!为国内外所熟知!也应当与新号码对

应起来' 已有菌株的号码无须重新编制!菌株的分

离地点(年代以及所属的类型都已存在于菌种档案

中!而最后 > 位序列号可以保持不变' 这样!根据新

的菌号甚至无须查阅对照表就可以读出目前的菌

号和原始菌号'

由于中国目前大多数菌种采用冻干保存方式!

菌种管颈部的长度有限!印不下太多的数字' 有了

对照表!已有库存菌种管上的号码可以保持不变'

新入库的菌种!号码只比原编号系统多 : 位!可以采

用印制条形码和使用读码器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

号码长度问题!还可以减少错误和提高保密能力'

在目前中国的鼠疫监测系统中!菌种常在进行

深入鉴定之前就已经入库!因而!菌株类型的编号

通常是由分离地点确定' 目前已经发现菌株被误

分入其他类型的情况!如云南的家鼠菌株中数年后

才发现一些菌株甘油阳性$内蒙古最近在布氏田鼠

地区分离的菌株经鉴定实际为长爪沙鼠菌株等'

遇到这种情况!只变更菌型字母!不改变已经给予

的序列号' 并在菌种库资料中注明更正情况'

启用和使用新的编号方法!可以保证以往的编

号方案的顺利变更!也有利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新的号码系统顺利运行!从而保证中国鼠

疫菌种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鼠疫菌种资源管

理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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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投 稿 新 要 求

!""# 年!本刊将要求所有论文均附高质量的中英文摘要!以便世界范围内的引用和检索' 作者在投稿时!要重视中英文

摘要的撰写' 如中英文摘要不符合要求!将被退回重写或退稿' 如英文摘要的撰写有困难!可由本刊邀请相关专业人士代为

翻译!但中文摘要必须符合要求!尤其要详细撰写方法部分' 每篇收取翻译费 :"" 元GOQ%含在发表费的报销发票中&' 本刊

论著均采用四段结构式摘要%+[-,1[,-)B *3([-*1[&!中文摘要 %"" 字左右!英文摘要 ;"" 字左右$综述(短篇论著采用提示性摘要

%+,@@*-A&!不分段!中文摘要 !"" 字左右!英文摘要 H"" 字左右' 特别强调!文中所引用中文参考文献要求采用双语著录!作

中英文对照'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积极踊跃投稿!继续支持)疾病监测*杂志!热忱期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支持)疾病

监测*杂志!将反映本实验室重要成果的论文推荐到)疾病监测*杂志!支持国内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衷心期待广大读者

和作者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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