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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某市不同类型的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为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

该市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中各类学校报告的诺如病毒感染暴

发疫情，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５年期间学校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４１起，报告病例２４４４例，罹患

率为２．９６％。５年间学校诺如病毒感染罹患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不同类型学校诺如病毒感

染暴发疫情以小学暴发疫情数最多（２５起，占６０．９７％）；大专院校罹患率最高为５．１０％，不同类型学校罹患率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５年期间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报告时间间隔为４ｄ，疫情持续时间为

７ｄ；不同类型的学校疫情报告时间间隔、疫情持续时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疫情报告时间

间隔与疫情持续时间呈正相关（狉ｓ＝０．７３，犘＜０．０１）。结论　小学是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的高发场所，大专

院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防控工作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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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如病毒（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是一种正向单链ＲＮＡ病毒，

病毒粒子直径２７～４０ｎｍ
［１］。１９７２年由Ｋａｐｉｋｉａｎ等

［２］

从美国诺瓦克镇暴发的一起小学急性胃肠炎患者标

本中获得。２００２年８月，被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正

式命名为诺如病毒，隶属于杯状病毒，诺如病毒有６

个基因组（ＧⅠ～ＧⅥ），其中ＧⅠ、ＧⅡ、ＧⅣ可以感

染人类［３４］。诺如病毒在外界环境中抵抗力较强，存

在无症状携带、多种传播途径、较低的感染剂量、感

染后持续排毒、传染性强等特点，已成为全球范围内

病毒性胃肠炎暴发的主要原因［４］。诺如病毒全年均

有流行，易在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封闭场所引起暴

发疫情，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５６］。故了

解某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不同类型的学校诺如病毒感

染暴发疫情的流行特征，为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提

供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某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收集该市２０１４年１月

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各类学校报告的诺如病毒

感染暴发疫情，上述暴发疫情均经属地的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现场流调和实验室检测确认。

１．２　相关定义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
［７８］，报告时

间间隔为疫情初次报告时间减去首发病例发病时

间；疫情持续时间（控制时间）为末例病例发病时间

减去首发病例发病时间。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报告时间间隔和疫情持

续时间使用四分位间距进行描述，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疫情报告时间间隔与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采用

犓狉狌狊犽犪犾犠犪犾犾犻狊犎 非参数检验，两者间的关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该市学校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４１起，

报告病例数２４４４例，罹患率为２．９６％。５年期间

学校诺如病毒感染罹患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
２＝１４０．００，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某市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ｏｆ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ａ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８

年份 疫情数（起）构成比（％） 暴露人数 病例数 罹患率（％）

２０１４年 ４ ９．７６ ７６３９ １７１ ２．２４

２０１５年 ５ １２．１９ ８７６５ １８９ ２．１６

２０１６年 ２ ４．８８ ５８１２ ６２ １．０７

２０１７年 １４ ３４．１５ ２６２５７ ８５４ ３．２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６ ３９．０２ ３４０５５ １１６８ ３．４３

合计 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５２８ ２４４４ ２．９６

　　注：罹患率（％）＝病例数／暴露人数×１００％

２．２　不同类型的学校疫情概况　不同类型学校诺

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以小学暴发疫情数最多（２５起，

占６０．９７％），病例数和暴露人数均最多，分别为

１１６９例和５３４０４例。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大专院

校罹患率最高（５．１０％），不同类型的学校罹患率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３５８．８５，犘＜０．０１）。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某市不同类型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

疫情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ａ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

２０１８

学校类型 疫情数（起）构成比（％） 暴露人数 病例数 罹患率（％）

幼托机构 ４ ９．７６ ２３０９ ９６ ４．１６

小学 ２５ ６０．９７ ５３４０４ １１６９ ２．１９

中学 ８ １９．５１ １３７６６ ５１３ ３．７３

大专院校 ４ ９．７６ １３０４９ ６６６ ５．１０

合计 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５２８ ２４４４ ２．９６

２．３　不同类型的学校疫情处置情况　４１起不同类

型的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报告时间间隔为

４ｄ，疫情持续时间为７ｄ。各类型学校中，大专院校

的疫情报告时间间隔、疫情持续时间均最长，分别为

１２．５０、２０．５０ｄ；不同类型的学校报告时间间隔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犎＝１１．０８，犘＝０．０１），疫

情持续时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犎＝７．７６，

犘＝０．０５）；疫情报告时间间隔与疫情持续时间存在

正相关（狉ｓ＝０．７３，犘＜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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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某市不同类型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

疫情处置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ａ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８

学校类型
报告时间间隔（ｄ）

犕 犘２５ 犘７５

疫情持续时间（ｄ）

犕 犘２５ 犘７５

幼托机构 ５．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５．５０ ５．００ ６．５０

小学 ４．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０ ９．００

中学 ５．５０ ４．０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７．２５ １８．７５

大专院校 １２．５０ ９．５０ １５．７５ ２０．５０ １３．７５ ２６．７５

合计 ４．００ ３．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３　讨论

诺如病毒近年来作为全球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疫

情的主要病原体，变异速度快，尤其是 ＧⅡ４型通

过突变或者基因重组每隔２～３年就会产生新的

毒株。诺如病毒可通过粪口途径（经食物或水）、气溶

胶及接触其他污染物等途径进行传播，在学校等人

员密集封闭场所，极易导致暴发和第二、三代病例；

２０１２年以来，诺如病毒已成为我国其他感染性腹泻

疫情中的优势病原体［４，６，９１０］。

该市自２０１１年首起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
［１１］

被发现并经实验室确认以来，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学校诺

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有所增加，与廖巧红等［６］学者

报道的结果一致。持续上升的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

发疫情可能与诺如病毒的频繁变异有关，其每隔２

～３年即可出现新的变异株，人群对新变异株缺乏

免疫保护，可引起全球大范围的流行［６］，也可能是由

于该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敏感性提高，

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意识增强，以及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教育部门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与良好运行等

有关。２０１６年该市疫情数相对较少，考虑是否与病

毒当时流行株的致病力或者人群对其免疫力有关，

还期待后期更深入的研究。

从不同类型的学校疫情来看，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该

市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小学暴发疫情数最

多，已超过总疫情数的一半（６０．９７％），与文献
［１２１４］

报道一致，小学暴发疫情中报告病例数和暴露人数

均最多，提示小学仍是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

防控的重点及高发场所。目前小学普遍存在班级人

数众多，相对较拥挤，一旦有病例在班级内发生呕

吐，值日生或者积极的同学抢着清理呕吐物，如消毒

处理不当，极易引起气溶胶，造成疫情的扩散和暴

发。从学校疫情处置情况来看，该市学校诺如病毒

感染暴发疫情报告时间间隔为 ４ｄ，略高于文

献［１３，１５］报道；疫情持续时间为７ｄ，低于徐旭卿等
［１６］

研究，与湖南省［１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相近。疫情报告

时间间隔与疫情持续时间呈正相关，与其他学者的

研究［１７１８］结果一致，提示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

于疫情控制十分重要，一方面需完善学校的报告制

度，另一方面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要加强主动监测

的敏感性。

通过本研究，发现各类型的学校大专院校罹患

率、疫情报告时间间隔、疫情持续时间均高于其他学

校类型，提示大专院校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防控

工作不容忽视，与杨芬等［１９］结果一致。学校传染病

疫情防控，往常更多关注幼托机构、小学、中学，因为

此类学校学生相对年龄较低、免疫力较低下、尚未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但此次调查显示大专院校诺如病

毒感染暴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究其可能的原因

如下：（１）针对大专院校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法律法

规等较少［２０］，大专院校缺乏相关标准指导其进行传

染病防控工作，部分学校尚未建立健全完整的传染

病管理制度，对于传染病防控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２）大部分大专院校均为非市属学校，有的甚至是部

属、省属单位，受当地卫生、教育部门的约束及联防

联控能力有限，也不利于疫情的防控。（３）大专院校

的学生多为住宿生，一旦有诺如病例在宿舍发生呕

吐、腹泻，容易引起疫情的扩散，当学校发病学生较

多时，学校没有足够多余宿舍用来隔离感染病例，让

所有感染学生，特别是外地学生都回家，居家隔离也

有一定难度。（４）大专院校上课多为走班制，教室均

为多个班级或年级共用，易造成疫情扩散。（５）大专

院校的部分学生喜欢熬夜，作息不规律，身体免疫力

也有可能下降，加之频繁订购外卖，而外卖的食品安

全卫生也难以保障。（６）手卫生和环境消毒对于防

控诺如病毒感染很重要［４］，但学校缺乏有效的消毒

制度，且诺如病毒感染好发于冬季，此时温度较低，

很多学生都畏惧冷水而做不到饭前、便后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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