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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地区商品猪中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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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型肝炎病毒( HEV )是戊型肝炎(戊肝, H E)的病原体,

其基因组结构及病毒形态与杯状病毒科有一定相似之处, 但

仍有较大差别,因此目前其分类地位尚不明确。戊型肝炎在

我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是一种危害严重的急性传染性疾

病11, 22, 其临床表现与甲型肝炎类似, 但病死率更高一些, 尤

其在孕妇中病死率可达 20%。HEV 主要通过粪口传播, 经

常引起水型暴发及食物型暴发。在我国,最大的一次水型暴

发发生在 1986~ 1988 年的新疆南部地区, 累计发病数近 12

万人,死亡近千人, 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132。近几年来, 随

着戊肝诊断试剂的发展,在一些非流行地区如美国等的部分

地区人群中也发现了较高的抗- HEV 抗体阳性率142, 使人

们对其可能的感染来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上世纪 90 年

代早期, Balayan 和其同事15~ 82首先报道了前苏联地区猪、羊

和鼠中的HEV 感染。1997 年美国 Meng 等
19, 102

由美国本土

的一只猪身上分离出 1 株野生型 HEV 病毒, 发现其与人类

HEV 具有极高的同源性,并发现其可感染黑猩猩和恒河猴,

从而首次证实了 HEV 种间传播的可能性。世界上其他地区

的猪 HEV 的陆续分离以及血清学调查表明猪的 HEV 感染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1112。在中国这一戊肝高发地区, 对

猪的HEV 感染情况迄今仍未见系统研究报道。为初步了解

我国不同地区猪的H EV 感染情况, 深入探讨猪在我国 HEV

流行环节中的可能地位, 本研究对我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

的 120个养猪场的 8626 只成年猪进行了 HEV血清学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猪血清采自吉林、辽宁、江西、天津、山西、

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重庆、云南、四川、广西等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0 个养猪场的 8626 只成年猪 (每个猪场至少有 10 份标

本) ,以及北京无特殊病原体 ( SPF )猪育种中心 14 只成年

猪,黑龙江某猪场从北京 SPF 猪育种中心引进的种猪17 只,

法国进口检疫成年种猪 398 只,共计 9055 只。

112  抗- H EV 抗体的检测  采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提供的双抗原夹心法抗- HEV 抗体 ELISA 试剂盒, 严

格按说明书操作。

113  统计分析  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采用 Epi Info 软件包

( 2000 版)进行。

2  结   果

211  不同地区养猪场中成年猪抗- HEV 抗体阳性率  在

各个地区猪场的 8626 只猪中, 抗- HEV 抗体阳性 7191 只,

总阳性率 8314%。不同地区的阳性率有所不同( V 2= 8918,

P< 01 001, 表 1)。华东地区的阳性率最高 ( 881 7% ) ,华中地

区的阳性率最低 ( 771 2% )。阳性率最高的省份为内蒙古

( 100% )和重庆( 99% ) , 最低为湖北( 68% )和湖南( 7313% )。

在检测猪场数在 5 个以上的省份中, 福建的阳性率最高, 达

9118% ( 9 个猪场中, 有 6 个阳性率在 90%以上, 最低也有

6718% ) , 湖南最低,为 731 3%。中国部分省市猪 H EV 抗体

阳性率分布见图 1。

表 1 各地区猪场成年猪的抗- HEV抗体阳性率

地区(猪场数)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东北( 12) 751 659 8717

吉林( 1) 35 34 9711

辽宁( 11) 716 625 8713

华北( 28) 1882 1574 8316

河北( 13) 659 545 8217

山西( 1) 10 9 9010

内蒙古( 1) 16 16 10010

天津( 2) 219 203 9216

北京( 11) 978 801 8119

华中( 21) 1603 1238 7712

河南( 20) 1525 1185 7717

湖北( 1) 78 53 6810

华东( 22) 1464 1298 8817

上海( 5) 384 328 8514

山东( 6) 327 281 8519

福建( 9) 694 637 9118

安徽( 1) 49 43 8718

江西( 1) 10 9 9010

华南( 18) 1281 1037 8110

广东( 7) 622 554 8911

湖南( 11) 659 483 7313

华西( 19) 1645 1385 8412

四川( 10) 1034 839 8111

重庆( 2) 101 100 9910

云南( 6) 467 407 8712

广西( 1) 43 39 9017

合计( 120) 8626 7191 8314

(V 2= 8918, P < 0105)

不同猪场的阳性率差别巨大, 最低的湖南某猪场 40 只

猪仅 1 只阳性( 21 5% ) , 但大多数猪场( 8118% )的阳性率均

高于 70% , 半数高于 90% (表 2) ,其中 13 个为 100%。高感

染率 ( > 70% )的猪场在不同地区的比例类似 (表 2, V 2 =

5317, P> 0105)。在湖南某市同时检测了 2 个猪场,一个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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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中仅 2只阳性(阳性率 219% ) ,另一个猪场的 70 只猪却全

部阳性(阳性率 100% )。在天津某猪场前后检测了 4 批猪,

阳性率彼此差异明显(表 3) , 这些猪均为该猪场自繁自养的

商品猪,在采样期间饲养环境及方式并无明显改变。

表 2 各地区不同抗- HEV抗体阳性率的猪场数量

地区
阳性率( % )

< 70 70- 79 80- 89 90- 100
合计

东北 1 2 1 8 12

华北 6 3 3 16 28

华东 3 0 5 14 22

华中 9 3 3 6 21

华南 3 3 5 7 18

华西 2 2 6 9 19

合计 24 13 23 60 120

( V 2= 1919, P > 0105)

表 3  天津某猪场四批样品的检测结果

采样时间(年)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2000 37 4 1018

2000 81 6 714

2001 35 34 9711

2002 22 12 5416

212  无特殊病原体( SPF)级猪的抗 HEV 抗体阳性率 在北

京 SPF猪育种中心检测了 14 只猪的抗 HEV 抗体, 结果无

一阳性。在黑龙江某猪场引进饲养的 17 只 SPF 种猪中, 仅

有 1 只有抗HEV 抗体。

213  进口种猪的抗 HEV抗体阳性率 对 398 只法国进口检

疫的种猪进行检测, 结果 61 只抗 HEV 抗体阳性, 阳性率为

151 3%。

3  讨   论

本研究共检测了 8626 只普通商品猪, 发现 HEV 感染率

高达 8314%。在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0 个猪场中,

每个猪场的商品猪中均发现了 HEV 感染, 虽然感染率在不

同地区、省份有所差别, 但最低也有 681 0% , 半数感染率在

90%以上,表明在我国商品猪中 HEV 的感染是非常普遍的。

另外, 在法国进口种猪中同样发现了较高的 HEV 感染率。

这些结果表明猪的 HEV 感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与近

年来国际上所报道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 12~ 15 2。

在各个省中, 以及同一省份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猪场

中,均可发现 HEV的感染率会有很大差异,说明猪的感染程

度基本与地域无关。在同一个猪场内,相似的饲养环境与方

式下的自繁自养商品猪, 其 HEV 感染的阳性率可以有较大

的差别,造成这一较大差别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分析不同HEV 感染率的猪场的比例, 发现基本上感染

率越高, 猪场比例越大, 有 50% 猪场的感染率在 90%以上,

提示猪对HEV 普遍易感,而且猪场现有饲养方式可使 HEV

感染的传播易于实现。而在 SPF 级猪中没有检测到 HEV

感染, 提示现有的 SPF 饲养要求可以避免 HEV 对猪的感

染, SPF 级猪在普通环境中饲养一段时间后亦会感染出现。

我国是一个戊肝高发国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

戊肝病例发现, 并且已发生了多起戊肝的暴发流行122, 因此

对可能的戊肝传染源、戊肝动物宿主以及戊肝传播途径的研

究将为相应的戊肝防制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资料。本研究

表明在我国猪的感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猪感染

HEV 外, 其他家畜 HEV 感染情况尚无资料, 深入开展相应

的流行病学研究对于阐明戊肝的流行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 猪作为目前新兴的组织工程学的重要移植供体,

在进行相应人体器官组织移植研究和利用猪肝细胞作为人

肝细胞来源前, 对猪进行 HEV 感染的排除可能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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