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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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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以新发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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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亚型流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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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亚型次之!多亚型并存$分析结果提示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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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亚型向性传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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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病毒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必然通过变异或重组方式

改变其属性来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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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病毒亦称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简称
RMf

#属
]#2

逆转录酶病毒#具有高度的遗传变异

性#容易通过基因重组方式产生新的毒株或亚型)

RMf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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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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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型别#我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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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为主)目前全球

RMf7%

共发现
%(

种亚型#我国
*%

个省发现
A

种亚型'

*

(

#其中

本省发现
1

种)随着
RMf7%

在本省流行时间的延长#其亚型

内的变异也会越来越大)研究
RMf

毒株的基因亚型特征#具

有重要的现场实用性#有助于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掌控
RMf

的流行状况*制定预防干预措施以及疫苗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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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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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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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地区采样
(%

份#全为吸毒传播样本%贵

阳*黔东南两地区采样
%A

份#全为性传播样本%铜仁*六盘水*

黔南
*

个地区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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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包括血液传播样本
&A

份*吸毒传播

样本
&B

份*性传播样本
%*

份)病例对象全部为
&))1

年新发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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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对照病毒株采用国际标

准亚型参考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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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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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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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增与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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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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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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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D]/2]Dab 2/2/2D

aa

#

/2/DD/D//22DDaD//MD/2

&%

O567/

和
O567"*

引物对为内侧引物$

/DaDDM22Daa/2aM/D2a/

#

]2D

aaa2aa]ab2D2/2D

&)

B'D'C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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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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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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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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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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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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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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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

按说明书提纯
RMf

基因片断#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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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与标准品对照计算核

酸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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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序列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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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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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经测序反

应提纯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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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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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仪上进行序列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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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分析
!

采用目前国际通用的基因序列分析方法)

即!所测序列经
"#2

软件编辑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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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进行分析)

以
T;34H

F

程序进行排序并与国际标准序列进行比较#以
T<4:3

I

程序计算共享序列#用
";0:85>4

程序测定毒株间序列离散率#

用
a<9J:<44

程序做系统树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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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亚型的判定
!

利用计算机软件模型将样本

基因序列与国际标准参考株基因序列进行比对*构建系统进化

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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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亚型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基因序列分析方法)

用此法分析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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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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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区序列#分别确定不同基因的

亚型%对于新发现的重组模式的序列进行重组断点分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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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片段的结果最终确定样本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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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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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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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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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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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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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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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亚型分布结果
!

此次研究共发现
(

种

RMf7%

亚型毒株#其中
/]$)%72O

为贵州省首次发现#且占检

出毒株的
P&'%S

$

B&

"

%%A

&#是本次研究发现的优势流行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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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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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亚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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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病例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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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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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毒株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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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毒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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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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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国际标准株相近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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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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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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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国际标准株相近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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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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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毒株组内基因距离分布情况
!

此次

研究结果
)%72O

基因离散率远比
)17!/

基因离散率小#表明

)%72O

亚型毒株在贵州的流行时间较短#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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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毒株组内基因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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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亚型毒株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
!

用不

同地区测序成功病例数与各亚型所占比例数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它们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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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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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毒株在不同地区及传播人群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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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三角标注的基因序列为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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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毒株相近

的国际标准参考株基因序列#圆点标注序列为贵州
RMf7%

亚型毒株基

因序列%图中横线上的数值表示样本基因序列与国际标准参考株基因

序列的相近度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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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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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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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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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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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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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毒株分布特征
!

本次研究通过
RMf7%

毒株外膜蛋

白扩增和基因序列测定分析#贵州省
%%A

份样本有
/]$)%7

2O

*

/]$)17!/

*

!

*

/]$)+7!/(

种亚型#以
/]$)%72O

重组亚

型为主要流行株#

/]$)17!/

次之)其中#

/]$)%72O

亚型毒

株主要从铜仁*安顺地区的样本中检出#

/]$)17!/

亚型毒株

主要从安顺和贵阳地区的样本中检出#而为数较少的
!

亚型

和
/]$)+7!/

亚型毒株则主要从黔东南和贵阳地区的样本中

检出)

/]$)%72O

和
/]$)17!/

亚 型 为 主 要 流 行 毒 株#

/]$)%72O

亚型毒株
B&

例占总样本数的
P&'%S

#

/]$)17!/

亚型毒株
(A

例占总样本数的
(%'&S

#且均为基因重组亚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省以往的研究中只检出
!

*

!K

*

O

*

/]$)17!/

*

/]$)+7!/

亚型'

B71

(

#

/]$)%72O

亚型毒株为此次

研究发现)目前为止#贵州省
RMf7%

毒株已检出
!

*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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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7!/

*

/]$)%72O1

种亚型)由此可见贵州

省
RMf7%

毒株亚型种类繁多*分布广泛而复杂)这必将给今

后的防治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

D'C

!

亚型毒株的流行链
!

根据树状图和表
%

分析#此次研究

发现的
/]$)%72O

占较大比例#且在贵州首次发现#是贵州省

RMf7%

亚型毒株流行特点的重大变化)据报道#此毒株源于泰

国性服务人群#经我国东南沿海多次传入我国#主要在性传播

人群引发流行'

+7A

(

)结合流行病学资料推测#贵州省
RMf7%

/]$)%72O

亚型毒株#首先经劳务输出的沿海各省打工人群带

入本省#先在性服务人群中流行#然后再传给吸毒人群)显示

贵州省
RMf

流行#以吸毒为主的传播方式已逐步向性传播方

式扩散#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7!/

亚型毒株是本次研究发现的第二优势亚型毒

株)据文献报道#该毒株由
&)

世纪
A)

年代中期从印度传入缅

甸#再传入我国云南瑞丽的
/

亚型病毒与早先从缅甸传入我

国云南瑞丽的
!K

亚型病毒重组而成$

/]$)17!/

*

/]$)+7!/

&#

此亚型毒株主要在吸毒人群中蔓延传播'

%)7%&

(

)鉴于贵州省早

期研究中就已发现
/

*

!K

两种亚型毒株'

B

(

#推断贵州省
/]$)17

!/

亚型毒株的形成#有可能通过性传播杂交和共用注射器吸

毒杂交两种方式形成#主要通过云南*四川*广西传入'

%*7%(

(

)

本次研究发现
!

*

!K

亚型毒株相对较少#不再成为贵州省

RMf7%

亚型毒株流行的优势毒株)由于
!

亚型毒株主要由泰

国传入云南#再由云南传入河南'

%P

(

#由到河南卖血人员带入贵

州省)表明#通过取缔地下卖血#保障血液安全等措施成效显

著#输血传播已经遏制)同时也说明输血传播的感染者相对稳

定#向周围人群扩散不如吸毒或性传播方式快#形成二代传

播少)

D'D

!

RMf7%

亚型毒株在不同地区传播人群中的分布
!

此次研

究结果经统计分析发现#各亚型毒株在不同地区传播人群中的

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铜仁等地区的亚

型毒株分布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以前的结果为
!

*

/]$)17!/

亚型毒株流行为主#而此次则以
/]$)%72O

流行为

主#

/]$)%72O

所占比例为
+&'P(S

)由此表明!在一定区域

内#新的
RMf

亚型毒株一旦形成#即可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优

势毒株)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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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对策
!

通过本次研究结果分析发现#贵州省
RMf7%

流行优势毒株已不再是以前的
!

*

!K

亚型毒株#而是
/]$)%7

2O

亚型毒株)因此建议#在
RMf

防治对策上#亦应对以往所

采取的以阻断吸毒人群传播为主的防治措施调整为以阻断性

服务人群*社会流动人群*吸毒人群经性传播为主的综合防治

措施上来)防治重心*经费投向*政策导向均应作相应的调整)

只有这样#进行全方位的
RMf

综合防治#才能有效地阻止

RMf

病毒的传播和蔓延#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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