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型肝炎病毒的食源性传播!!!张印法"等 ! 3%""" !

综述
戊型肝炎病毒的食源性传播

张印法!!李军)

!!1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监督执法局"河北 石家庄"#*##c!$
)1河北大学医学部"河北 保定"#c!####

摘"要!综述戊型肝炎病毒":/f#在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肉类%水产品 :/f的污染情况!分析 :/f的食源性传

播途径%通过食物感染 :/f的危险性及预防措施$

关键词!戊型肝炎病毒& 食品卫生& 食源性传播

中图分类号!=!**#=*!)G$#>8)#!G$"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2+32*$$)#!*%#!+##3%+#2
!"#&!#G!,*%#IJ1KJL41)#!*G#!G#),

@))3K7)(1&*(51/6,//,)1).%&’5*,*,/H-,(4/
U:-M&RO(+LT" 67NS(

$;S.DOK:’TDB4 8SY’C[OAOE( -P’(K\EL:’.’O;CE[O(K’" :’.’O84OJOTa4ST(P#*##c!" ?4O(T%

27/*(5+*& >4OATCBOKD’C’[O’_AB4’KSCC’(BS(0’CABT(0O(PELB4’YC’[TD’(K’EL4’YTBOBOA/[OCSA$:/f% O( T(OXTDAY’KO’A
T(0 B4’KE(BTXO(TBOE( EL:/fO( X’TBAT(0 A’TLEE01>4’YEAAO.D’LEE0+.EC(’BCT(AXOAAOE(AEL:/fT(0 B4’ABCTB’PO’ABE

’(ASC’LEE0 ATL’B\TC’TDAE0OAKSAA’01

=&> ?)(3/& :’YTBOBOA/[OCSA# LEE0 4\PO’(’# LEE0+.EC(’BCT(AXOAAOE(

收稿日期!)#!2+#*+)c

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作者简介!张印法"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标准"

/+XTOD’a\O(LT)#!#dqq1KEX

""戊 型 肝炎是由戊型肝炎病毒 $ 4’YTBOBOA/
[OCSA":/f%引起的一种病毒性肝炎"我国流行普
遍"近年来发病率有逐渐增加趋势"是一个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我国戊型肝炎以散发病例为
主"主要由基因 2 型 :/f感染引起"少数由基因 ,
型引起"而基因 , 型和 2 型 :/f既感染人也感染
猪等动物* :/f的自然传播途径为粪+口途径"由
于戊型肝炎人兽共患病的特征":/f在动物中的
流行情况’动物 :/f跨物种感染人的可能性以及
肉类食品的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本文对 :/f
食源性传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f的病原学特征
:/f属于戊型肝炎病毒科"戊型肝炎病毒

属 (!) * 电镜下"病毒体为小球型颗粒"直径约 )c j
,, (X"无包膜* 其基因组为单链正义 =M-"长约
cG) b."包含 , 个开放阅读框$9=‘!+,%&9=‘! 基因
编码与病毒复制’转录有关的非结构蛋白"包括解
旋酶’依赖 =M-的 =M-聚合酶等#9=‘) 基因编码
主要结构蛋白"构成病毒衣壳"衣壳表面聚集了病

毒的中和表位"其中可能含有病毒吸附和穿入宿主
细胞的决定基团#9=‘, 蛋白为一种小分子磷蛋白"
研究显示该蛋白能够与宿主细胞的多种蛋白分子
结合"可能与病毒复制和组装有关 ()) *

根据基因组核苷酸序列差异":/f被分为不同
基因型"已确认感染人的 :/f主要有 2 个基因型$!
j2 型%* 2 种型别 :/f的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相似
性在 3#g左右"9=‘!+, 蛋白中有特异性氨基酸位
点存在"但血清型相同* 不同基因型 :/f宿主范围
有一定差异&! 型和 ) 型 :/f只感染人#, 型和2 型
:/f既感染人也感染猪等动物"主要储存宿主是
猪 (,) * 2 种基因型 :/f均能感染人肝癌细胞株
;6?I;=‘I* 细胞和人肺癌细胞株 -*2% 细胞"可进
行体外病毒培养 (2) *

)":/f感染的流行病学
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群中抗+:/f

抗体阳性率都很高"例如"我国广东 ,# j$# 年龄
段人群中抗+:/f7P&阳性率为 ,)g j23g (*) "美
国 $ 岁以上人群中抗+:/f抗体平均阳性率为
)!g ($) * :/f在全球不同地区均有分布"人类对
:/f普遍易感*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感染 :/f"大
多数无临床症状*

一些经济欠发达’公共卫生较差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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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乌干达等国家是
戊型肝炎高流行区* 这些流行区主要为基因 ! 型或
) 型引起的水源性爆发"大流行通常发生在洪水季
节或大暴雨过后"因生活用水被粪便污染而引起爆
发"持续时间从几周到超过 ! 年不等"主要影响青壮
年"!* j,* 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男性发病数常是
女性的 ) j* 倍"累及人群可高达数万人"病死率一
般为 !g j,g"孕妇病死率可高达 )*g (c) * 发达国
家的戊型肝炎病例主要由基因 , 型或 2 型引起"为
散发或小型食源性爆发"全年均有发生"春季发病
数略高"患者多为 2# jc# 岁的中老年人"男性是女
性的 , 倍左右 (,) *

我国是戊型肝炎的主要流行区之一* !%3$!
!%33 年新疆南部发生了水源性戊型肝炎大流行"由
基因 ! 型:/f引起"波及 ), 个县$市%#其他地区也
曾有由 ! 型 :/f引起的爆发流行* 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饮用水及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戊型肝炎的
大流行得到了控制"近 !# 年来我国没有水源性
:/f流行的报告* 目前临床戊型肝炎均为散发病
例"在急性肝炎病例中所占比例约为 )#gj,#g"主
要由 2 型 :/f引起"少量为基因 , 型"流行特征与
发达国家相同 (3 h%) *

:/f可能有 2 种传播途径&饮用 :/f污染的水
源$经水源传播%#食用未煮熟的感染了 :/f的肉"如
猪肝’鹿肉等$经食物源性传播%#输血或接受器官移
植传播$血源传播%#垂直传播$围产期传播%* 基因 !
型和 ) 型 :/f的传染源为戊肝患者或隐性感染者"

为人+人传播"主要为水源性传播#基因 , 型和 2 型
:/f的传染源是人或动物"由于猪等动物感染率高"
所以动物是主要传染源"与动物直接接触’食用 :/f

污染的肉类或水产品等均有感染 :/f的危险"其中
食源性传播可能是一条重要途径*

,":/f在动物中的流行及肉类 :/f污染情况
近年来"研究人员先后从猪’野猪’鹿’鸡’家

兔’老鼠’雪貂’蝙蝠等动物体内分离到了 :/f毒
株* 此外"羊’牛及鸭子等多种动物中也检测到了
抗+:/f抗体"表明自然界中有很多动物都能被
:/f或 :/f类似的病毒感染* 在这些动物中"猪
的 :/f感染率最高"在我国 2 个月龄以上的猪约
c#g j!##g:/f抗体阳性 (!# h!!) * 家兔仅次于猪"

感染率也很高"甘肃’北京’武汉一些养兔场中家兔
:/f抗体阳性率达 *#g以上 (!) h!2) *

动物感染 :/f后"血清’肝脏’胆汁’肠道组织
及肠腔均能检出病毒 (,) * 由于猪的:/f感染率高"

携带 :/f的猪屠宰后的猪肉及猪肝’猪肠等脏器不

可避免的有 :/f污染* 美国零售店采集的猪肝
!!g$!2I!)c%检测到 :/f=M-"德国在市场采集
的生猪肝也有约 2g$3I)##%为 :/f=M-阳性"动
物实验证实这些 :/f阳性猪肝对猪具有感染
性 (!* h!$) * 荷兰’日本及印度进行的调查也显示零售
猪肝中能检测到 :/f* 我国很多地区的猪肉制品
中也检出了 :/f抗原和 :/f=M-"王娜等 (!c)采集
山东省内屠宰场即将上市销售的猪肝进行检测"
:/f=M-阳性率为 3G*cg$,I,*%*

2"食用污染的肉类感染 :/f的危险性
迄今为止"从猪群中分离出的 :/f均为基因 , 型

或 2型"通常与当地人群中流行病毒株的基因型一
致* 基因序列分析显示(!3 h!%) "同一基因型猪 :/f和
人 :/f全长核苷酸序列相同性最高达 %%g"而编码
蛋白中没有特异性氨基酸位点的区别"这意味着猪
:/f和人 :/f具有同源性"可以跨物种感染* 动物
实验显示()#) "从猪群中分离的基因 , 型和 2 型 :/f

可以感染猴"并引起典型的临床感染#而从人群中分
离的基因 , 型和 2 型 :/f也能感染猪"表明猪是基
因 , 型和 2 型 :/f的一种自然宿主"猪 :/f能够感
染人引起戊型肝炎* 从野猪’鹿等动物体内分离到的
基因 , 型 :/f与来源于猪和人的基因 , 型 :/f序
列一致"也具有感染人的潜在危险性()! h),) *

已有直接证据显示人食用生肉或加热不彻底
的肉类食品有可能感染 :/f而患戊型肝炎* 日本
有 2 例急性戊型肝炎患者被证实是由于吃了鹿肉而
引发疾病"因为从剩余的鹿肉中分离到的 :/f与从
这些患者中分离到的 :/f基因同源性达 %%Gcg j
!##g ()!) * 生食野味有感染 :/f的危险"调查发现
生食鹿肉人群的抗+:/f7P&阳性率$!3g%明显高
于不曾生食鹿肉的对照组$)g% (),) *

一些肉制品同样可能构成潜在的食品安全问
题* 为了保持传统特色风味"一些肉类’水产品的
加工制作仍然沿用烟熏’盐腌’风干等古老方法"
由于缺乏加热过程"肉类中的一些病原生物可能
无法完全灭活* 例如"法国猪肝肠的制作过程通
常为熏制"?EDAE( 等 ()2)从零售店购买的猪肝肠中
检测到了 :/f=M-"每片猪肝肠约有 !#, j!#$ 拷
贝数* 进一步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 个家庭
中食用过猪肝肠的 !, 人中有 c 人曾感染过 :/f"
而来自同样条件的其他家庭没有食用过猪肝肠的
* 个人均没有 :/f感染"表明这种猪肝肠有传播
:/f的危险 ()2) * 在实验室内"将猪肝匀浆加热到
*$ i"持续 ! 4"肝匀浆中的 :/f不能灭活 (!*")*) *

假设餐馆中烤猪排"用这样的温度和时间能将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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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烤成中度熟"这意味着五成熟的猪排中可能还
有 :/f存活* 因此肉制品加热不彻底"同样具有
传播 :/f的危险*

*"戊型肝炎病毒对水体及水产品的污染情况
:/f感染机体后主要在肝脏进行复制"病毒随

胆汁排入肠道"通过粪便排出* :/f感染的人和动
物粪便中含有病毒"如果粪便处理不当"可能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 垃圾倾倒’污水排放’施肥灌溉或
雨水冲刷等将导致水体污染* 日本学者在生活污
水和海水中都曾检测到 :/f=M-()$) *

:/f污染水体后"水中的一些水生动物很可能
也会被污染* 食用被污染的海鲜或水产品"则可能
感染 :/f* 为了确认日常食用的海产品是否有
:/f污染"英国学者在苏格兰东’西海岸靠近屠宰
场和肉联厂的潮水涨落处采集蚌类进行 ;?=检测"
结果 :/f=M-检出率分别为 %)g$,$I,%%和 **g
$*I%%"样品中 :/f=M-浓度在 ,Gc, j*G) DEP!#
7WIXD之间$平均为 2G)* DEP!# 7WIXD%#基因序列分
析显示"这些 :/f均属于基因 , 型"与当地分离到
的猪和人 :/f序列相近"在基因进化树上为同一
组 ()c) * 欧洲一些国家市场零售的贝类海产品中有
,g检测到了 :/f=M-()3) * 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
者也分别从当地河水中采集的贝类和蚌类水产品
中检测到了 , 型 :/f()% h,#) "显示一些区域的河水
有 :/f污染并且污染了水生动物*

$"食用污染的水产品感染 :/f的危险性
多数情况下"海鲜的烹制时间比肉类食品的烹

制时间短"而在许多地区还有生吃海鲜的习惯* 由
于 *$ i加热 ! 4 只有 *#g的 :/f被灭活"$# i加
热 ! 4 也仍然不能使 :/f完全灭活"并且 :/f对
酸和碱均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 "这样通过水产品
作媒介"有可能实现 :/f从动物$或人%到人的传
播* 山东烟台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式进行戊型
肝炎发病危险因素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食
用海产贝类的比例高于对照组"表明食用海产贝类
是戊型肝炎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 *

目前还没有因为食用水产品感染 :/f的直接
证据"不过有些急性戊型肝炎病例怀疑和食用贝
类水产品或海鲜产品有关* )##3 年在英国的一个
国际邮轮上"2 位游客先后患急性肝炎"在其中 ,
个患者体内分离到了基因 , 型 :/f", 株病毒具有
相同的核苷酸序列"因此"推测这几个患者可能因
为食用了被 :/f污染的同一食物而引发疾病"进
一步的流行病学归因分析认为食用贝类海鲜可能

是这次 :/f感染的主要因素 (,)) * 最近有报道从
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位急性戊型肝炎患者体内分离
到一株基因 , 型 :/f"调查也认为患者发病与食
用海产品有关 (3) *

目前从贝类和蚌类水产品中分离到的 :/f均
为基因 , 型和 2 型"引起水源性戊型肝炎爆发的基
因 ! 型和 ) 型 :/f是否能够以水产品作为媒介进
行传播"尚不清楚*

c":/f食源性传播的预防
食源性病毒性疾病预防的关键是控制病毒对食

品和水源的污染"即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储存各
个环节中防止病毒污染(,, h,2) * 最近欧洲食品安全局
生物安全小组的专家提议对从动物饲养场到餐桌的
肉类生产整个链条中各个环节 :/f污染的危险性进
行综合评估(,)) * 英国’捷克’意大利和西班牙对猪肉
生产过程中 :/f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猪肉
:/f污染主要来源于感染 :/f的生猪"屠宰过程中
通过工人的手’刀具’砧板等为媒介有可能使猪肉交
叉污染(,* h,$) * 由于肉类 :/f的污染与饲养动物
:/f感染情况有关"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提高动物饲
养场的卫生条件’研制兽用 :/f疫苗等措施"控制
:/f在动物中的传播’降低感染率"对于减少食源性
:/f的传播具有一定作用(," )#) * 另外"加强动物粪
便管理’净化污水"避免海岸及地表水污染"能相应控
制 :/f对水中贝类的污染"从而减少因食用水产品
引起 :/f感染()c h)3) * 在法国"由于证实了 , 起戊型
肝炎的爆发与生食猪肝肠有关"促使法国公共卫生机
构要求食品加工厂在猪肝肠等猪肉制品标签上必须
标明+食用前需彻底加热,字样()2) * 将食品彻底加热
后再食用也是消费者个人预防 :/f感染所能采取的
最有效预防措施"尤其免疫缺陷的人群应该避免食用
未煮熟的肉类’肉制品及水产品()#) *

)##% 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c) "食品从业人
员体检时须检测戊型肝炎* 然而"目前各国卫生机
构尚未建立针对肉类’水产品等食品中 :/f污染情
况的卫生检测’监督制度*

对于一些:/f感染的高风险人群"例如育龄期妇
女’畜牧养殖者’疫区旅行者等"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
感染* 我国已经研制了基于:/f9=‘)抗原的重组戊
型肝炎疫苗"最近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8‘V-%批
准"成为国际上首个被批准的戊型肝炎疫苗(,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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