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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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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流行于钦南区的
2Ĉ.$

亚型种类并分析其基因变异特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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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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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抗病毒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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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从血样中提取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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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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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树分析其亚型!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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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年起#广西实施的为期
5

年的艾滋病攻坚工程已

初显成效#研究显示
1%%/

$

1%$'

年新报告的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

2Ĉ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

晚发现比例仍然呈逐年上升趋势'

$

(

)虽然广西新报告的艾滋

病病例在
1%$$

年之后有所下降#但是此下降趋势在钦州市的

某些地区并不明显'

1

(

)钦州市是广西北部湾沿海正在建设的

新兴城市之一#交通便利#艾滋病的流行因素广泛存在#艾滋病

防治形势严峻)为了解该地区的
2Ĉ.$

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本研究以钦州市钦南区未治疗艾滋病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对

2Ĉ.$

的
>

L

>

和
G

"7

基因进行分析#探讨流行于该地区的

2Ĉ.$

亚型#并分析其基因变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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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管理系统中查询钦南

区所有未经抗病毒治疗的
2Ĉ

感染者#在查询到的
')$

例中#

利用随机数字表抽取
$%%

例#辖区内
$1

个乡镇均有病例被抽

中)对抽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流行病学资料并抽取外周静脉血

$%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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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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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核酸提取
!

分离血浆和血细胞#保存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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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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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试剂盒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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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H#DL7@[BQ#F

#

@"J9E

公

司产品&从血浆中提取病毒
@[B

)当
?4@

扩增或测序失败

时#用全血基因组
V[B

提取试剂盒$北京艾德莱公司&由血细

胞提取前病毒
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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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因序列扩增
!

前病毒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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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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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产物鉴定与测序
!

第二轮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分析#对出现目的条带的
?4@

扩增产物进行
V[B

测序#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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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产物送北京天一辉远生物公司测序#

G

"7

区产物送

至北京博迈德生物公司进行测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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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亚型分析与系统进化树分析
!

序列经拼接*校正#

用在线亚型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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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序列进行亚型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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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构建邻接系统进化树$重复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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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

析亚型和计算基因离散率$碱基替代模型为
3#6O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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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树拓扑结构用
A""F+FD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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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U?UU$)&%

进行处理)不同亚

型基因离散率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

用
U[3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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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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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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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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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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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研究对象的血样因严重溶血而排

除#最后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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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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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占
)1&/W

%男性占
)-&%W

%异性性传播占
/)&)%W

%职业以农

民*工人及民工为主)

4V0

细胞计数平均为每微升
0$5

个)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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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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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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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化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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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组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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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离散率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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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亚型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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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例在广西地区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经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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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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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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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糖基化位点数量又明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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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糖基化具有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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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三级结构和回避宿主免疫

攻击的作用#并且有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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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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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在国内较为罕见#只有个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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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本

研究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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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感染病例及其配偶未曾在北海发生过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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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变异性和活跃的重组特性#分型

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所感染的毒株发生了新的重组)

基因离散率分析通过计算序列间的变异程度来估计
2Ĉ.

$

在当地流行时间的长短)本研究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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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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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基因区离散率不一致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两个基因

区得到的序列数量不一致对此造成的影响)本研究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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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区离散率分析结果与王敏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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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相吻合#目前各种

证据比较倾向于
4@=%$

+

BT

是广西流行时间最早的
2Ĉ.$

毒

株之一#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不同传播途径的最主要流行亚型)

本次调查覆盖了辖区内所有乡镇#而且各乡镇的民族构

成*生活方式和地方习俗等#以及影响艾滋病流行的因素基本

一致#因此#抽取的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获得了钦

南区
2Ĉ.$

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的第一手资料#为追溯当地艾

滋病的流行史和演变趋势#了解艾滋病的流行现状#以及为今

后开展
2Ĉ.$

流行监测提供了基础数据#这对于当地的艾滋

病防控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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