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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驻湖北孝感某部营区蜱虫及蜱媒病原体感染现状
#

为防治蜱媒病对人群健康危

害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

年对某营区的仓库及训练场开展蜱虫调查
#

采集营区警犬饲养员及离

营区
!@ A8

医院发热待查患者血样
%

警卫犬体表及营区草地上的蜱虫
#

分别提取其基因组
35B

#

.CD

方

法检测分析测定病原体基因分型
$

结果 累计收集患者血
::@

份
#

将血样混合分组
#

共
E

组
&

警犬饲养

员血
:

份
$

患者血样检出巴尔通体和肺炎军团菌分别为
>

组和
:

组
#

最大似然估计
!

8/F28G8 <2A,<2H6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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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

感染率分别为
!E=EE!

!

%K::@

"#

L=$!!

!

:K::@

"&

警犬饲养员血液检测到巴尔通体
$

从警犬

身上
%

营区草地上分别采集蜱虫
&

只
%

!@

只
$

警卫犬体表蜱虫和营区草地蜱虫均检测到巴尔通体和立克

次体
$

营区警犬饲养员及医院发热待查患者血样与营区警犬体表蜱虫检测到的巴尔通体基因型不同
#

分

别为牛巴尔通体
!

!" #$%&' MNB+D''3"@@@@@!

"#

杆菌巴尔通体
!

!" #&()*+'&& MNB+D''3"@@@@!@

"#

伊莉萨白

巴尔通体
!

!" +*&,-#+).-+ MNB+D''3"@@@@@L 60 !" /(-.-0&& MNB+D''3"@@@@!&

"#

巴尔通体变形菌
!

!" /(-!

.-0&& MNB+D''3"@@@@!&

"&

而警犬体表蜱虫携带的为巴尔通伯格霍夫亚种
!

!-()$1+**- %&1'$1&& 1G91O=

#+(2.$33&&

"

基因型
'''

$

不同来源的样本检测的巴尔通体基因型不同
$

结论 该调查点蜱虫易见
#

蜱媒

病原体感染率高
#

应采取蜱虫防制措施
$

!

关键词
!

蜱虫
&

人
&

犬
&

蜱媒病原体
&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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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孝感某地蜱虫及人感染蜱媒
病原体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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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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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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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
#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卫生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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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感
#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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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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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青岛
#

]!L&&

部队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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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是一些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
#

是许多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传播媒介$

#

%

&

!>#>

年

我国局部地区发生一种不明原因
'

以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为主要表现的严重传染病
#

少数重症患者死

亡
#

经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证实
#

该病为一种新型布

亚病毒科白蛉病毒属引起的经蜱类传播的虫媒病毒

病$

!

%

&

布亚病毒科是虫媒病毒中种类最多的一组病

毒
#

包括
?$>

种
&

蜱还能传播森林脑炎
'

新疆出血

热
'

蜱媒回归热
'

莱姆病
'

@

热
'

布氏杆菌病
'

巴

贝虫病
'

埃利希氏病等$

#4?!A

%

&

!>#!

年
#

驻湖北孝感

某部发现大量蜱虫
#

遂邀请专家及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考察
&

为了解该部蜱虫感染状况
#

对营区部分人

员及附近居民
'

仓库警卫犬及训练场开展了蜱虫与

感染情况调查
&

!

材料与方法

!"!

样品采集

采集某营区警犬管理员静脉血
#

收集距离营区

!> B8

的医院发热待查患者门诊检查血常规剩余的

血样
##>

份
!

手指采血
"#

登记和编号
#

于
% "

冰箱

内保存待检
&

警卫犬体表逆毛拭检蜱并获取蜱虫
&

只
#

营区草地和训练场等地用人工小时布旗法 $

C

%

D

# 8## 8

白色绒布旗进行定时拖扫获取蜱
!>

只
#

分

别置入洁净的采集瓶
#

保湿送实验室待检
&

!""

主要试剂

@'E/8F

血液
35E

提取试剂盒购于德国
@'E!

GH5

公司
(

HI!"#

酶购于大连宝生物公司
(

$"#J021

乙酸电泳缓冲液
!

JEH

"'

无菌去离子水及核酸染料

G6<-72,K

购于北京索来宝科技有限公司
&

!"#

血液
#$%

提取

按照试剂盒说明方法
#

用血液试剂盒提取样品

血液
35E

&

!"&

蜱
#$%

提取

每份血样取
?"!<

#

不足量则全取
#

视血量随机

合并
#

合并后一组血液总量约
?"" !<

#

共有
A

组
&

取

混合血样
!""!<

(

警犬管理员血
!""!<

#

分别抽提基

因组
35E

(

从警卫犬体表摘取的吸血蜱和野外采集的

蜱虫分别各取
!

只置于
:=$8<

离心管中
#

用消毒蒸馏水

清洗
#

用眼科剪将蜱组织剪碎
&

用
@2/L,( $:?"% @'!

E/8F 35E +2(2 M2)

试剂盒提取
35E

作为模板
&

用上

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的
.NO

质谱仪

!

O6PQ,

公司
"#

按照操作规程检测蜱媒病原体
&

!"' ()*$

质谱检测

用
.NO!

电喷雾电离质谱技术
!

.NO ,<,P)06!

1F0/R 26(2S/)26( 8/11 1F,P)068,)0R

#

.NO!HT'U+T

"

!

简称
.NO!

质谱
"

进行检查
&

将抽提的
35E

送上海

复旦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

用
E996)).VHW!

'3

的蜱传病原体试剂盒自动化检测
'

分析
&

!"+

统计学分析

计算蜱媒病原体的感染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法$

X!:>

%

&

采用美国
N3N

媒介控制署推荐的蚊媒监测软

件自动计算混合样本检测的感染率$

::

%

&

,

结 果

,"!

外周血检测结果

检测
::>

份门诊发热患者血样
#

多数自指尖采

集数微升
#

因而每组的血样份数不等
#

共合并为
A

组
&

A

组发热患者血中共有
?

组检测到巴尔通体
#

:

组

检出肺炎军团菌
!

表
:

"&

最大似然法估计感染率分

别为
!A=AA$

!

?U::>

"'

C=$!$

!

:U::>

" !

表
!

"&

警

犬管理员血液检出巴尔通体
&

,",

蜱虫病原体

警卫犬体表检测
!

只蜱虫
#

为巴尔通体
!

$% &'()*(''

1Y91F= +,-./*00'' L,(6)RF,"

"

阳性
#

而营区草地采

集的蜱虫为贝氏立克次氏体
!

1'2.,33)'" +,44''

"

阳性
&

,"-

蜱媒病原体的基因型

警犬管理员和距离营区
!> B8

的医院发热待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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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混合样本及警犬管理员血液
.>?!

质谱检测结果

"#$%& ! .>?!@A'!+A -,),B)26( 6( C66<,- 1/8C<,1 /(- 9<66- D068 C6<2B, -6E 90,,-,0

者血液
#

所采集的样品中大多查到巴尔通体
#

其基

因型也不尽相同
#

分别为
$

牛巴尔通体
!

!" #$%&'

FAG+?''3!H""""!

"#

杆菌样巴尔通体
!

!" #&()*+'&&

FAG+?''3!""""!"

"#

伊莉萨白巴尔通体
!

!" +*&,-!

#+).-+ FAG+?''3!"""""I 60 !" /(-.-0&& FAG+?''3!

""""!&

"#

巴尔通体变形菌
!

!" /(-.-0&& FAG+?''3!

""""!&

"%

而警犬体表蜱虫携带巴尔通伯格霍夫亚

种
!

!" %&1'$1&& 1J91C= #+(2.$33&&

"

基因型
!

&

除巴尔

通体外
#

还有贝氏立克次氏体
&

'

讨 论

本研究使用
.>?!

质谱法检测蜱媒病原体
#

其原

理是用通用引物
.>?

高通量技术进行多位点分子检测

微生物
!

8J<)2C<,K 86<,BJ</0 -,),B)26(

"#

扩增待检样

品中微生物和某些寄生虫的核酸片段
#

与
@A'L+A

技术

耦联成为
.>?!@A'L+A

技术
#

测定扩增产物的碱基序

列
#

并自动分析碱基序列差异
#

与已有的序列比

较
#

检测病原体及其分型
&

该方法在病原体检测方

面越来越显示出其高通量
'

准确
'

快速的优点
#

国

内也已经在病毒性疾病的检测中运用该技术 (

#!!#M

)

&

混合样本检测已经在病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调

查中广为使用
&

由于样本量大
#

感染率低
#

为了节

省时间和人力
'

财力
#

利用高通量检测技术
#

将样

本混合后检测
#

可解决上述问题
&

对感染率的计

算
#

大多采用最小感染率
!

82(28J8 2(D,B)26( 0/),14

+'?

"#

即阳性组与总样本量的比值(

#%!#N

)

&

+'?

适用

于感染率很低的情况
#

而对于感染率相对较高
#

组

间样本量不等的情况
#

+'?

计算误差较
+O@

相对

大(

:I

)

&

故本研究采用
+O@

表示感染率大小
&

营区地处乡镇
#

为丘陵地
#

杂草及灌木丛生
#

周围为稻田
#

农村人口稠密
#

习惯养鸡
'

鸭
'

牛
'

猫
'

犬等禽类和动物
#

离营区
$"" 8

有小规模猪和

鸭养殖企业各
:

个
#

且野鼠和田鼠较易见
&

当地属

亚热带
#

气候较温暖
#

是很好蜱虫的孳生地 (

:

)

&

调

查发现
#

营房墙壁上
'

犬体表
'

草地
'

训练场均检

出蜱虫和病原体
#

不同来源的样本检出的病原体基

因型不同
#

表明当地的蜱虫种群密度高
'

动物种类

及数量大
#

已有病原体在人
!

蜱虫
!

动物之间形成了

完整的传播链
#

人和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蜱虫及蜱

媒病原体感染
&

当地医院门诊发热患者检测蜱媒病原体
#

检测

到巴尔通体和军团菌
#

N

组发热患者血中共有
M

组检

测到巴尔通体
#

:

组检出肺炎军团菌
#

其最最大似

然感染率分别为
!N=NN"

#

I=$!"

&

:

份警犬管理员

血液检出巴尔通体
&

虽然随机抽取的附近医院门诊

发热待查患者血样中的病原体感染可能与本营区的

感染无关联
#

但可以说明当地蜱虫较为多见
&

该医

院虽然地处市区
#

但多数患者来自农村
&

城市人群

的感染可能来源于宠物如猫
'

犬等
#

农村人群的感

染同样来源于家养动物以及野鼠等
#

由蜱虫在不同

表
(

混合样本检测统计结果

"#$%& ( A)/)21)2B/< 0,1J<) 6D '? P2)Q +O@

分组
.66< E06JC

混合样本数
.66< 12R,

阳性
.612)27,

可信度
>6(D2-,(B,

比对相似的病原体
./)Q6E,(1 8/)BQ

:

!

M

%

$

&

&

N

S

/

$

:I

%&

M

:N

:N

:N

%

:

"

"

"

"

:

:

:

:

:

T

T

T

T

H=UN

H=NI

H=UH

H=UN

H=UN

T

T

T

T

巴尔通体
!-()$1+**- +*&,-#+).-+ FAG+?''3!HHHHHI 60 !" /(-.-0&& FAG+?''3!HHHH!&

牛巴尔通体
!" #$%&' FAG+?''3!HHHHH!

军团菌
O,E26(,<</ C(,J86CQ2</ >609V

杆菌样巴尔通体
!" #&()*+'&& FAG+?''3!""""!"

伊莉萨白巴尔通体
!" +*&,-#+).-+ FAG+?''3!"""""I 60 !" /(-.-0&& FAG+?''3!""""!&

感染率
!

"

"

'(D,B)26( 0/),

!

"

"

感染率差异
'(D,B)26( 0/),

-2DD,0,(B,

下限
O6P,0 <282)

上限
FCC,0 <282)

点估计方法
.62() ,1) 8,)Q6-

可信限方法
>' 8,)Q6-巴尔通体

!-()$1+**-

军团菌
4+/&$1+**-

!N=NN I=$! :U=!$ !:N=:$ &N=N%

偏差校正
+O@ 92/1TB600,B),- +O@

AW,P!B600,B),-

AB60,

/X

警犬管理员血样
4 /

$

S<66- D068 C6<2B, -6E 90,,-,0

+O@

$

最大似然估计
4 +O@

$

+/K28J8 <2W,<2Q6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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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卷终
"

'() * +,- ./0/12) 3214 567,89,0 !":$4 ;6<=%!4 56=&

种类动物间传播
#

说明该地区蜱虫存在巴尔通体等

蜱媒病原体感染
$

且具有感染人的风险
$

现状不容

乐观
#

此外
$

当地蜱虫来源及病原体较为复杂
#

不同

人感染巴尔通体的基因型不尽相同
$

说明当地蜱媒

病原体
%

巴尔通体的流行有较为复杂的传染来源及

传播历史
#

蜱媒病被公认为人畜共患病
$

由于人们野外活

动很容易被蜱虫叮咬
$

因此预防措施在控制该病发

生与流行中尤为重要&

#>

'

# !

:

"

新闻媒体要加强对

蜱虫的生物学特性
(

致病原因
(

危害和防制知识的

宣传
$

让大家有防范蜱虫的知识
$

增强自防自救能

力
# !

!

"

地方政府要加大对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

投入
(

改善养殖条件
#

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

合理

规划
$

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 !

?

"

畜牧监督部门应

加强畜
(

禽养殖场管理
$

定期对养殖业人员进行专

业知识及卫生知识培训
$

提高养殖专业知识和卫生

意识
# !

%

"

卫生部门要统筹兼顾
$

疾控部门不仅

应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
$

尤其在农村
$

结合农业和

卫生害虫防治
(

科学地采取措施
$

消灭人和动物居

住场所的蜱虫
$

还要调查媒介蜱的种类
(

蜱传病原

体种类
$

并建立快速鉴定和检测方法
$

探索当地蜱

传病原的机制
#

加强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的培训
$

提高他们的治疗和疫情控制能力
$

预防控制疾病流

行
# !

$

"

部队卫生部门要与驻地相关部门形成联络

机制
(

信息共享机制
$

借助地方优势防疫资源做好营

区内防疫工作
#

还应在营区内加强室内外环境卫生治

理和个人防护措施
$

灭鼠常态化
#

蜱虫的防制重点是

宿主的管理 &

!"

'

$

定期对警犬蜱虫寄生情况进行检查

和清除
$

必要时可定期进行药浴除蜱
(

对犬舍进行清

理和灭蜱
#

进入有蜱地域要在颈
(

手等外露体表涂抹

避蚊胺或邻苯二甲酸二甲酯等驱避剂&

!:!!!

'

#

对检出阳

性感染的人和犬应积极治疗
#

采取综合防控措施
$

携

手并肩打好灭蜱防病的攻坚战持久战
#

志谢
!

感谢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程训佳教授
(

付永峰老师为本研究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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