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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近年来河南省犬细小病毒病的流行情况及毒株的分子变异特征!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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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从郑州&洛阳&开

封&信阳等
%&

个不同的地区采集了
NM*

份疑似犬细小病毒病病例样品!首先采用国标法检测犬细小病毒"

1Ad

#

%@0

基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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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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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对扩增的序列进行测序和进化树分析'在分类的基础上分别挑选出代表性毒株!克

隆
%@0

全基因!测序后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国标法检测样品的阳性率为
((')(Y

!阳性毒株分为
M

个分支!

通过对
M

个代表毒株
%@0

基因
)0.II

的碱基组成分析!发现
.

株属于
1Ad!08

型!

%

株属于
1Ad!0Q

型'与国内

外的代表毒株的核苷酸相似性为
/(')Y

#

//'/Y

!氨基酸相似性为
/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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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进化树分析表明!

M

个

1Ad

分离株分属于
0

个分支!其中
aW)*((&%

株与其它分离株亲缘关系较远'氨基酸序列比较发现共有
%0

个位点

发生变异!其中突变率较高的位点是
0.M

&

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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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氨基酸!每个毒株均有
0

#

*

个氨基酸发生突变'以

上结果表明!河南省流行的
1Ad

以
1Ad!08

型和
1Ad!0Q

型并存!但以
1Ad!08

型为主!且基因呈多变异现象!从而

为河南省犬细小病毒病的疫苗研发和防治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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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细小病毒病是一种由犬细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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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引起的犬的急性高度接触性

烈性传染病!临床上主要以呕吐&急性出血性肠炎&

非化脓性心肌炎为特征'该病毒对环境的耐受性很

强!传播迅速!尤其对幼犬的致病性和致死率都很

高!发病率高达
/&Y

!病死率
%&Y

#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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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J'E'V$--

等从犬分离到第
%

株犬微小病毒

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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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年美国人
T'A'K3

7

,456

等首次在病犬

的粪便中观察到
1Ad

!

%/M(

年澳大利亚人
_'>'

a522

9

和加拿大人
>'['F<#=,#-

等首次从病犬中

分离到犬细小病毒!并命名为
1Ad!0

!目前世界上

所有养犬的国家均有该病发生!中国于
%/(0

年首次

发现该病!并于次年报道了该病的流行+

0!*

,

!

1Ad

已

严重危害世界养犬业的健康发展'

1Ad

属于细小病毒科细小病毒属!是一种无囊

膜&线状&单股负链
UEI

病毒!呈圆形或六边形!二

十面体对称'基因组全长
N*0*Q

:

!有
0

个主要的

开放阅读框架"

#

:

5-658"$-

7

C68=5,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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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

端编

码非结构蛋白"

E@%

和
E@0

#!是早期转录调节蛋

白+

)

,

'

*Z

端编码结构蛋白"

dA%

和
dA0

#!是晚期转

录调节蛋白!其中
dA0

蛋白是病毒的主要衣壳蛋

白!

dA%

包含整个
dA0

序列!共同终止于同一位点!

仅在
NZ

端比
dA0

多
)0/Q

:

'另外!还存在第
*

种结

构蛋白
dA*

!是由
dA0

的
NZ

端经蛋白酶水解去掉

%)

#

0&88

形成的!仅存在于完整病毒粒子中+

N

,

'犬

细小病毒自发现以来!就在不断发生变异!从最初的

1Ad!0

!到
1Ad!08

&

1Ad!0Q

&

1Ad!0;

&

1Ad!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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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Ad!0;

"

Q

#!其变异的主要特征是在
dA0

的第
)0.

位氨基酸由天冬酰胺"

I,-

#转变为天冬氨酸"

I,

:

#!

即变异为
1Ad!0Q

亚型+

.

,

!转变为谷氨酸"

X23

#!即

变异为
1Ad!0;

亚型+

M

,

'据报道!中国流行的
1Ad

主要以
1Ad!08

和
1Ad!0Q

为主!但
0&%&

年首次检

测到
1Ad!0;

+

%

,

!说明犬细小病毒病目前在中国已呈

多型感染或混合感染状况'所以临床上免疫时疫苗

毒株亚型选择的偏差!或者不免疫犬细小病毒疫苗!

导致目前犬细小病毒病在中国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和

流行+

(

,

'近年来!关于
1Ad

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并

不多!对河南省的
1Ad

的流行情况还没有系统的研

究报道'为了弄清河南省
1Ad

的流行毒株和变异

情况!近两年来!本课题组从河南省不同地区门诊采

集了大量犬细小病毒病样品!通过胶体金快速检测

纸条检测和
%@0

基因的特异性扩增&测序和同源性

比较!以了解河南省
1Ad

的流行情况!探讨
1Ad

基

于
%@0

基因的分子流行病学变化和变异规律!以期

为进一步研究
1Ad

的有效防控提供理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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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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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

0&%%

年
*

月1

0&%*

年
%0

月采集郑州&洛阳&开

封&周口&商丘&信阳&南阳&许昌&新乡&安阳等
%&

个

地区的不同宠物门诊的患犬粪便&肛门棉拭子或病

死犬的肠&心等样品共计
NM*

份"样品详情见结果

0'%

部分#'这些病料均来自疑似感染
1Ad

患犬!

病死犬均有明显的肠管出血&心肌炎症状!

1Ad

试

纸条检测阳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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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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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
F8a8>8

公司'

A1>

产物回收试

剂盒购自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犬细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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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金检测卡购自上海丹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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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据
X5-V8-H

收录的
E1

2

&&%N*/

&

WE&**./)

&

WL0.(0()

的基因序列!设计合成
0

对引物"表
%

#!

用于
1Ad

通用检测和
1Ad%@0

基因检测'引物

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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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序列

H/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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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23002

S

K28420

扩增片段
X5-5

引物名称
A6$=5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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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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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病毒
OL@

基因组的提取

首先用犬细小病毒胶体金检测卡检测病料!然

后按
F8a8>8[$-$VK@FS-$G56,82X5-#=$;UEI

K̂468;4$#-a$4d56'N'&

说明书从阳性病料&组织或

棉拭子中直接提取病毒基因组
UEI

!然后于

h0&n

保存备用'

#E%

!

样品的
.*+

检测

以上述提取的样品总基因组
UEI

为模板!首

先用引物
1Ad!JU%

和
1Ad!JU0

进行
A1>

扩增'

反应体系$

B$

U

酶
&'N

*

J

!

%&iB$

U

Q3CC56N

*

J

!

%&

==#2

0

J

h%

"EFA,%

*

J

!

0&

:

=#2

0

J

h%上下游引物

各
%

*

J

!模板
UEI&'N

*

J

!加去离子水至
N&

*

J

'

反应条件$

/Nn

预变性
N=$-

(

/Nn

变性
*&,

&

N.n

退火
*&,

&

M0n

延伸
N&,

!

*N

个循环(

M0n

延伸
N

=$-

'取
.

*

JA1>

产物在
%'NY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观察'

#E&

!

序列测定及分析

将
A1>

产物按照
A1>

产物回收试剂盒"北京

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纯化后!送生工

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利用
UEI@486.'&

软件包中的
[5

7

I2$

7

-

对所

测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和系统进化树分析!根据各

毒株所处亚支进行归类'

#E'

!

各亚类毒株
A6!

全基因的扩增

以
%')

步骤所提取的样品总基因组
UEI

为模

板!用引物
1Ad!dA0J

和
1Ad!dA0J

进行
A1>

扩

增'反应体系同
%'N

步骤'反应条件$

/Nn

预变性

N=$-

(

/Nn

变性
*&,

&

)(n

退火
)&,

&

M0n

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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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个循环(

M0n

延伸
N=$-

'取
.

*

JA1>

产

物在
%'&Y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并将各序列克

隆后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E(

!

基于
A6!

全基因的同源性比较和变异分析

利用
UEI@486.'&

软件包中的
[5

7

2$

7

-

将所测

定的
1Ad%@0

基因及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与国内

外已 发 表 的 相 应 片 段 进 行 同 源 性 比 较!用

[KXI)b&

软件包中的
a$=3680!

:

868=5456

法计算

遗传距离!用
E5$

7

<Q#6!W#$-$-

7

法构建系统发育树!

同时利用
UEI=8-M'&

软件对其突变位点进行统计

和亚型分型'

!

!

结
!

果

!E#

!

A6!

部分片段的
.*+

扩增

采用引物
1Ad!JU%

和
1Ad!JU0

对从河南省

不同地市采集的患犬样品提取基因组
UEI

后进行

A1>

扩增!反应产物经
%'NY

琼脂糖凝胶电泳!均得

到大小约
N.&Q

:

的特异性条带!与预期相符"部分

A1>

结果见图
%

#'

NM*

份样品中有
N&M

个样品能

够扩增出特异性条带!检出率为
((')(Y

"表
0

#'

!E!

!

基于
A6

%%1

的进化树分析

将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构建基于
%@

N.0

的遗

传进化树"图略#!根据进化树的分支将各序列进行

归类!共分为
M

支!将部分测序结果提交到
X5-!

V8-H

"序列号$

aDMM0%/0

#

aDMM000)

#'

!E)

!

*.cA6!

全基因的
.*+

扩增及测序

将上述每支中的序列再进行支内同源性分析和

碱基比较!从同源性最近且聚类最多的序列中挑取

%

个毒株!分别是
T5-8-%%

&

T5-8-%0

&

T5-8-%*

&

T5-8-00

&

T5-8-0*

&

T5-8-*.

和
T5-8-*(

'采用引

物
1Ad!dA0J

和
1Ad!dA0>

进行
A1>

扩增!反应

产物经
%'&Y

琼脂糖凝胶电泳!由图
0

可以看出均

能得到大小约为
%MN&Q

:

的特异性条带!与预期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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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0&&&UEI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E'

阴性对照(

%

#

))'

样品

['UJ0&&&EUI=86H56

(

E'E5

7

84$G5;#-46#2

(

%!))'@8=

:

25,

图
#

!

部分病料中
*.c

的
.*+

检测

F;

7

E#

!

-

G

24;I;4I3/

7

>28<6I*.c/>

G

M;I;2:I36>

G

/3<;/M46MM24<2:0/>

G

M20

表
!

!

样品的来源背景及
.*+

检测结果

H/AM2!

!

[/4R

7

36K8:6I4M;8;40/>

G

M20/8:<52*.c:2<24<;68

A

C

.*+

样品来源

c6$

7

$-#C

,8=

:

25,

样品数量

E3=Q56#C

,8=

:

25,

检测样品阳性数量

E3=Q56#C

:

#,$4$G5,8=

:

25,

郑州
B<5-

7

R<#3 (. (%

洛阳
J3#

9

8-

7

%0N %&/

开封
a8$C5-

7

*% 0N

周口
B<#3H#3 0/ 0%

商丘
@<8-

7\

$3 )) )0

信阳
O$-

9

8-

7

0. 0.

南阳
E8-

9

8-

7

)M *(

许昌
O3;<8-

7

/0 (&

新乡
O$-̂$8-

7

NN N&

安阳
I-

9

8-

7

*( *N

总计
F#482 NM* N&M

阳性率%
Y

A#,$4$G56845

1

((')(

['UJN&&&UEI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

#

M'

代表毒株样

品

['UJN&&&UEI =86H56

(

%!M'@8=

:

25,#C65

:

65,5-484$G5

,468$-,

图
!

!

*.c

分离株中代表毒株
A6!

全基因的
.*+

扩增

F;

7

E!

!

.*+/>

G

M;I;4/<;686IA6!6I*.c32

G

32028</<;N2

0<3/;80I36><52;06M/<20

小相符'测序结果也表明所选择的
M

个毒株的

%@0

基因大小均为
%MNNQ

:

!并将其注册到
X5-!

V8-H

!登陆号为
aW)*(M/(

#

aW)*((&)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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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年河南省犬细小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E$

!

基于
*.cA6!

基因推导氨基酸序列的相似性

及遗传进化树分析

采用
UEI@486.'&

软件中的
[5

7

2$

7

-

将所测定

的
M

株
1Ad

的
%@0

基因及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与

X5-V8-H

中国内外已登陆的
1Ad

及其他种属的细

小病毒的
%@0

基因及其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

较!结果表明这
M

株
1Ad

之间的核苷酸相似性为

//')Y

#

//b/Y

!氨 基 酸 相 似 性 为
//'%Y

#

//b(Y

'与国内其他省份分离的
1Ad

的核苷酸相

似性为
/(')Y

#

//b/Y

!氨基酸相似性为
/M'.Y

#

%&&'&Y

'与国外分离的
1Ad

的核苷酸相似性为

/('(Y

#

//b(Y

!氨 基 酸 相 似 性 为
/('%Y

#

%&&b&Y

'与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病毒"

DAd

#的核苷酸和

氨基酸的相似性分别为
/('&Y

#

/('*Y

和
/.'(Y

#

/('&Y

!而与猪细小病毒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的相似性

均低于
.&Y

!与鹅细小病毒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的相

似性均低于
0NY

'采用
[KXI)'&

构建基于
%@0

基

因的遗传进化树!由图
*

可见!

M

个毒株分属于
0

个分

支!其 中
aW)*(M/(!T5-8-!0&%%

&

aW)*(M//!T5-8-!

0&%%

&

aW)*((&&!T5-8-!0&%%

&

aW)*((&0!T5-8-!

)

'1Ad

分离株(

,

'

一级分支(

-

'

二级分支

)

'F<5,5G5-1Ad$,#2845,C6#=T5-8-

:

6#G$-;5

(

,

'F<5

:

6$=86

9

Q68-;<

(

-

'F<5,5;#-"86

9

Q68-;<

图
)

!

基于
L2;

7

5A63JQ6;8;8

7

法构建
*.cA6!

基因核苷酸序列遗传进化树

F;

7

E)

!

.5

C

M6

7

282<;4<322/8/M

C

0;0A/02:68A6!

7

28202

S

K2842I36>*.c;06M/<20

(

)

)

/8:6<523)"32I232842*.c

0<3/;80A

C

L2;

7

5A63JQ6;8;8

7

>2<56: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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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aW)*((&*!T5-8-!0&%*

和
aW)*((&)!T5-8-!

0&%*

株属于
$

亚分支!且与广东分离株"

WO%0&%M(

#

的亲缘关系最近(

aW)*((&%!T5-8-!0&%0

株毒株属

于
%

亚分支!与四川分离株"

UL/&*/*.

#的亲缘关

系最近'

!E%

!

*.c

分离株
c.!

氨基酸序列分析

将这
M

个毒株的
%@0

基因推导氨基酸序列与

X5-V8-H

中典型的亚型
1Ad

的氨基酸序列进行比

较!发现有
%0

个位点发生变异"表
*

#!其中!从代表

1Ad

基因亚型的
)0.

氨基酸来看!仅
aW)*((&&!

T5-8-!0&%%

毒株是
)0.U

!与
1Ad!0Q

型标准毒株

Ad1dA%dA0I

相同!其他
.

个毒株均与
1Ad!08

型标准毒株一致!均为
)0.E

'与
1Ad!08

型相比

较!突变率较高的位点是
0.M

&

0/M

&

*0)

&

))&

&

NNN

位

氨基酸!其余毒株均有
0

#

*

个氨基酸发生突变'

表
)

!

'

株
*.c

河南分离株
c.!

氨基酸突变位点

H/AM2)

!

@>;86/4;:>K</<;6800;<206Ic.!6I02N28*.c;06M/<20I36>T28/8

G

36N;842

1Ad

氨基酸位点
I=$-#8;$",$45,

%.) 0.M 0/M *&& *00 *0) *** **) *)% *)( )0. ))& NNN

Ad1Ad1!0 d D @ I F ` A I A @ E F d

AdD1IA1!08 d D @ X F ` A I A @ E F ?

Ad1dA%dA0I!0Q d D @ X F ` A I A @ U F d

DW&&N%/.!0; d D I X F ` A I A @ K F d

Ì M)0/N*!08!-5P

"

d D I X F ` A I A @ E F d

Ì M)0/NN!0Q!-5P

"

d D I X F ` A I A @ U F d

aW)*(M/( d ` I X F ? A X @ @ E I d

aW)*(M// d ` I X @ ? A I @ @ E I d

aW)*((&& J ` I X F ? A I A @ U I d

aW)*((&% d D I X @ ? I X A 1 E F d

aW)*((&0 d ` I X F ? A I @ @ E I d

aW)*((&* d ` I X F ? A I @ @ E I d

aW)*((&) J ` I X F ? A I A @ E I d

"

表示新分离的毒株(

aW)*(M/(

#

aW)*((&)

表示
M

株
1Ad

河南分离株

.

"

/

=58-,-5P$,#2845"G$63,

(

aW)*(M/(!aW)*((&)=58--3;25#4$"5,5

\

35-;58;;5,,$#--3=Q56,#C4<5,5G5-1Ad$,#2845,

C6#=T5-8-

:

6#G$-;5

)

!

讨
!

论

1Ad

自
0&

世纪
.&

年代发现以来!已在世界范

围内发生和流行!给世界养犬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该病毒在近
N&

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异!由最

初的
1Ad!0

型变异成
1Ad!08

&

1Ad!0Q

&

1Ad!0;

&

1Ad!0;

"

8

#和
1Ad!0;

"

Q

#亚型'目前在犬科动物群

中主要流行的是
1Ad!08

&

1Ad!0Q

和
1Ad!0;

亚型!

且呈多种亚型同时并存的现象+

/!%&

,

'但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呈现有毒株流行差异!在意大利&澳大利亚

和英国主要是
1Ad!08

和
1Ad!0Q

并存!但
1Ad!08

株的流行占主导趋势+

%%

,

!与中国的流行情况极为相

似+

%0

,

'这也与本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较为一

致!所检测的
M

株
1Ad

中有
.

株是
1Ad!08

型!

%

株

是
1Ad!0Q

型'而在巴西和乌拉圭等
1Ad!0;

型已

占优势地位+

M

!

%*

,

'

1Ad!0;

毒株是
0%

世纪初新发现

的变异型毒株!先后在越南+

%)

,

&意大利+

%N

,

&美国+

%.

,

&

英国+

%M

,等国家分离获得!中国于
0&%&

年检测到

1Ad!0;

毒株+

%(

,

'但是本研究在近两年的样品中没

有分离到
1Ad!0;

型毒株!说明该型毒株在河南省

没有发生或没有形成流行'而
1Ad!0;

"

8

#和
1Ad!

0;

"

Q

#是从豹猫体内分离!还没发现能够感染犬'由

此可见!

1Ad

是一种极易发生变易的毒株!这可能

也是造成
1Ad

广泛发生和流行的原因之一!所以加

强
1Ad

不同基因型疫苗的研发是防治犬细小病毒

病的最有效的途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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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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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犬细小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作者采用国标法中的引物对样品基因组进行扩

增!扩增的片段位于
%@0

基因的
).0

1

%&0*Q

:

!从

检测结果发现阳性检出率比较高!且这一段序列的

变异度较高!能够从大量的样品中筛选出同源性差

别较大的毒株'但是这段序列仅能够将样品进行分

类!不能区分亚型!因为确定亚型的关键位点是

)0.II

'所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同源性和进

化树进行分类!从中挑出
M

个毒株!通过克隆
%@0

全基因!从而确定其亚型!并通过同源性比较和进化

树分析!可以看出
1Ad

分为
I

&

V

两大分支!本试验

分离的
M

个毒株均在
I

分支上!而
I

分支又可分为

)

个 亚 支!其 中
aW)*((&%

与 四 川 分 离 株

"

UL/&*/*.

#共同位于第
%

亚支!其余
.

株均与广东

株"

WO%0&%M(

#较近!位于第
$

亚支'总体上看!国

内分离株亲缘关系相对较近!与国外毒株相比较!不

能发现明显的地缘关系!说明在
1Ad

几十年的发展

过程中世界各地存在相互传播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

1Ad

的几个亚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进

化关系!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主要是根据
1Ad%@0

基因中某些特异性位点的变化来进行分型'因为

dA0

蛋白是
1Ad

的最主要的结构蛋白!约占衣壳

蛋白的
/NY

!所以
dA0

蛋白关键位点的变异是直

接导致产生
1Ad

亚型的原因+

N

!

%/

,

'最典型的
0

个

1Ad!08

毒株是
1Ad!?[

和
1Ad!%N

!其中
1Ad!?[

与
1Ad!0Q

只在
)0.

位氨基酸不同!

1Ad!%N

与

1Ad!0Q

则在
)0.

和
NNN

两个位点不同!而
1Ad!0Q

与
1Ad!0

在
NNN

位点是相同的!这说明
NNN

位点在

1Ad!08

中先是突变!而后又发生了回复突变+

0&

,

'

除此之外!第
*&&

位氨基酸也是对
1Ad

定型的关键

位点!

1Ad!0;

"

8

#与
1Ad!08

之间和
1Ad!0;

"

Q

#与

1Ad!0Q

之间的不同都是仅在该位点由
I,

:

"

U

#变

异为
X2

9

"

X

#!但这种突变的毒株目前仅在豹猫体内

发现!说明
*&&

位点的突变会影响毒株的宿主范

围+

%)

,

'因此!综合
X5-V8-H

中
1AddA0

氨基酸序

列发现!根据各型毒株出现的时间!作者推导出这几

个亚型之间可能存在如图
)

所示的进化关系'本研

究所分离的
M

个毒株在
*&&

位均为
X2

9

"

X

#!

)0.

位

点中除
aW)*((&&

株是
I,

:

"

U

#!其余毒株均为
I,-

"

E

#!

NNN

位 点 均 为
d82

"

d

#!其 变 异 趋 势 与

Ì M)0/N*

和
Ì M)0/NN

等近年来报道的毒株很类

似'但是除
aW)*((&%

毒株外!其余
.

个毒株在

0.M

&

*0)

&

))&

三个位点与以往的毒株不同!由表
*

可以看出
0.M

"

D

#

'

0.M

"

`

#&

*0)

"

`

#

'

*0)

"

?

#&

))&

"

F

#

'

))&

"

I

#'其中
0.M

位氨基酸位于
dA0

蛋白

的
2##

:

%

区或
2##

:

0

区!而这两个区域是
1Ad

的抗

原决定簇
I

的主要组成成分!所以它的变异可能会

影响
1Ad

的抗原性'

*0*

位氨基酸是影响
1Ad

感

染宿主范围最关键位点之一+

N

!

0%

,

!而本研究分离的

M

个毒株却是在
*0)

位均发生了变异
F

9

6

"

`

#

'

?25

"

?

#!很可能也会影响
*0*

位点氨基酸的空间构

象+

00

,

'

))&

位氨基酸变异还未见报道!是否有新的

变异动向还有待进一步试验验证'而
0/M

位点由

@56

"

@

#变异成
I,-

"

I

#则是
1Ad

共同的变异趋势!

与近年来
X5-V8-H

中登陆的
1Ad

信息一致!该位

点是
V

细胞抗原表位附近的抗原位点!因此它的改

变会促使
1Ad

抗原性的改变+

0*!0)

,

'另外!毒株

aW)*((&%

与其余
N

株不同的是!在
0.M

&

))&

位点与

传统的
1Ad!08

型相同!但在
*00

&

*0)

&

***

&

**)

&

*)(

位点却发生了变异!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未见报道!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株毒株做进一步研究'本研究

为河南省犬细小病毒病疫苗的研发和防治提供了科

学的参考依据'

图
$

!

*.c

不同亚型之间的进化关系

F;

7

E$

!

H5232M/<;6805;

G

6I:;II2328<0KA<

CG

20*.c

$

!

结
!

论

通过国标法对
0&%%

1

0&%*

年间河南省
%&

地区

的
1Ad

疑似病例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挑选
M

个代

表株!克隆
%@0

全基因!序列分析表明
.

株属于

1Ad!08

型!

%

株属于
1Ad!0Q

型'提示河南省
1Ad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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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呈现
1Ad!08

型和
1Ad!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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