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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   病

源體檢出。  

    感染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診斷方法就是看到病原

體 ,  在感染症中最重要的病原體包括細菌、真菌、病毒，

都 是 極 微 小 的 構 造 體，不 管 是 經 由 培 養 或 直 接 的 檢 體 均 需

利用各種染色法或物理性的光源調整後 ,  經由顯微鏡的擴

大才能獲得觀察。  

  在科學領域中 ,  精密的儀器設備與熟稔的實驗技術是擴

大新知識的不二法門 ,  電顯可說是融合二者的典型例子。

本局已擁有透過型電子顯微鏡及掃描型電子顯微鏡的兩

大 設 備，若 加 上 熟 練 的 操 作 人 員 當 必 能 對 感 染 症 中，病 源

體的檢出及確認而獲得屹立不動的證據。  

本 計 劃 首 先 將 現 有 的 電 子 顯 微 鏡 重 新 整 備 及 調 整，預

定在一年內將最基本的感染病源體的各種檢出操作技術

完 成，並 建 立 各 種 病 源 體 的 標 準 圖 像 資 料，以 便 將 來 能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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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電 子 顯 微 鏡 進 一 步 地 功 能 來 作 形 態 學 以 外 的 各 種 研 究 。  

    今 年 度 的 研 究 計 畫，我 們 拍 攝 完 成 了 五 種 重 要 的 病 毒

及 十 四 種 常 見 的 病 原 性 細 菌 的 電 子 顯 微 鏡 圖 像，可 以 提 供

今後本局在宣傳政策或發佈新聞時有屬於自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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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K e y w o r d s :  Tr a n s m i s s i o n  e l e c t r o n  m i c r o s c o p e ;  S c a n n i n g  

e l e c t r o n  m i c r o s c o p e ;  p a t h o g e n  

A s  w e  a r e  d e a l i n g  w i t h  i n f e c t i o u s  d i s e a s e s ,  t h e  m o s t  

e s s e n t i a l  a n d  f u n d a m e n t a l  d i a g n o s t i c  m e t h o d  i s  n o t h i n g  b u t  

d i r e c t l y  e y e  w i t n e s s i n g  t h e  p a t h o g e n .   H o w e v e r ,  p a t h o g e n s  

o f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t  i n f e c t i o u s  d i s e a s e s  a r e  m i c r o o r g a n i s m s  

i n c l u d i n g  b a c t e r i a ,  v i r u s e s ,  a n d  f u n g i  a n d  t h e y  a r e  a l l  

m i c r o s c o p i c  i n  s i z e ,  w h i c h  m e a n s  t h e y  a r e  t o o  s m a l l  t o  b e  

s e e n  b y  e y e  w i t h o u t  t h e  h e l p  o f  a  m i c r o s c o p e .   B e s i d e s ,  

v a r i o u s  s t a i n i n g  t e c h n i q u e s  a n d  p h y s i c a l  l i g h t  s o u r c e  

a d j u s t m e n t s  a r e  o f t e n  n e c e s s a r y  i n  o r d e r  t o  o b s e r v e  c e r t a i n  

s p e c i f i c  p a t h o g e n s  i n  s p e c i m e n s  w i t h  o r  w i t h o u t  p r i o r  

c u l t i v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  

N o w a d a y s ,  n e w  b r e a k t h r o u g h s  i n  s c i e n c e  a r e  h a r d  t o  

c o m e  b y  w i t h o u t  t h e  a s s i s t a n c e  o f  i n t r i c a t e  p r e c i s i o n  

i n s t r u m e n t s  a n d  m a t u r e ,  s k i l l f u l  t e c h n i c a l  k n o w - h o w.   

E l e c t r o  m i c r o s c o p e  ( E M )  i s  a  t y p i c a l  e x a m p l e  o f  t h i s  

c o n c e p t .   We  a t  C D C - Ta i w a n  a r e  v e r y  f o r t u n a t e  t o  h a v e  a  

s c a n n i n g  E M  a n d  a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E M .   Wi t h  e x p e r i e n c e d  

o p e r a t o r s  a n d  w e l l  t h o u g h t  o u t  p l a n s ,  w e  s h o u l d  b e  a b l e  t o  

d e v e l o p  s o l i d  w a y s  t o  d e t e c t  a n d  c o n f i r m  t h e  p r e s e n c e  o f  

c e r t a i n  p a t h o g e n s  i n  i n f e c t i o n  c a s e s .  

I n  t h i s  p r o j e c t ,  w e  h a v e  f i r s t l y  s p e n t  s o m e t i m e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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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t o r e  a n d  r e a d j u s t  t h e  t w o  e x i s t i n g  E M  t o  t h e i r  m o s t  

o p t i m u m  w o r k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s .   O u r  i m m e d i a t e  p l a n  a f t e r  

t h a t  i s ,  w i t h i n  o n e  y e a r  o r  s o ,  t o  h a v e  s o m e  o f  t h e  m o s t  

b a s i c  E M  d e t e c t i o n  t e c h n i q u e s  f o r  v a r i o u s  p a t h o g e n s  

e s t a b l i s h e d ,  a n d  a l s o  s t a r t  a  d a t a b a s e  f o r  s t a n d a r d  E M  

g r a p h s  o f  t h e m .   F u t u r e  s t u d i e s  w i l l  i n c l u d e  o t h e r  

E M - r e l a t e d  f u n c t i o n s  b e s i d e  m o r p h o l o g y.  

D u r i n g  t h e  p a s t  y e a r ,  w e  c o m p l e t e d  t h e  E M  

p h o t o g r a p h y  o f  5  i m p o r t a n t  v i r u s e s  a n d  1 4  g e n e r a l  b a c t e r i a .   

T h e  s t o c k  f i l e s  w i l l  b e  p a r t  o f  C D C - Ta i w a n ’s  o w n  r e s o u r c e  

a n d  c a n  b e  u s e d  i n  i t s  f u t u r e  d o c u m e n t s  s u c h  a s  n e w s  

r e l e a s e s  a n d  p o l i c y  a n n o u n c e m e n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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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電 子 顯 微 鏡 技 術 的 進 步 ,特 別 是 其 周 邊 應 用 技 術 的 凍

結 法 ,畫 像 解 析 法 等 的 開 發 ,不 但 微 生 物 的 微 細 構 造 可 以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觀 察 ,從 生 化 學 及 遺 傳 學 的 手 法 對 構 造 解 析 及

構造與機能的關係亦可透過所見獲得理解。  

 首 先 利 用 超 薄 切 片 法 及 負 染 色 法 對 包 括 病 毒 在 內 的

微 生 物 作 外 觀 上 的 觀 察 ,並 同 時 應 用 在 病 原 體 的 檢 出 ,這 是

感 染 症 確 立 診 斷 最 重 要 的 根 據。爾 後 對 各 種 形 態 變 化 來 求

證 各 種 病 理 的 或 生 理 的 變 化 以 及 對 各 種 關 聯 因 子 的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形 態 變 化 亦 可 得 到 證 明 ,此 即 所 謂 動 態 電 子 顯 微

鏡的應用。  

疾 病 管 制 局 自 1 9 9 9 年 成 立 後 ， 電 子 顯 微 鏡 是 承 繼 預

防 醫 學 研 究 所 時 代 之 機 器，但 因 為 人 員 移 動 關 係，數 年 來

並 無 專 人 管 理 並 不 曾 使 用，惟 成 立 這 幾 年 間 經 歷 許 多 重 大

案 件 ， 如 2 0 0 1 年 的 漢 他 病 毒 肺 症 事 件 ， 2 0 0 2 年 輸 入 狂 犬

病 事 件 及 2 0 0 3 年 S A R S 肺 炎 重 大 事 件 ,對 於 病 源 的 確 認 是

電 子 顯 微 鏡 發 揮 最 大 潛 力 的 地 方，除 了 這 次 S A R S 事 件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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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國 際 問 題 ,首 先 由 美 國 從 電 顯 確 定 S A R S 冠 狀 病 毒 外，本

局 也 利 用 負 染 色 法 證 明 了 台 灣 病 人 檢 體 的 冠 狀 病 毒，因 此

重 新 對 電 顯 的 功 能 受 到 重 視。本 局 擁 有 透 過 式 及 掃 描 式 兩

具 電 顯，在 性 能 上 雖 有 增 強 附 屬 設 備 必 要 外，尚 可 充 分 利

用 ,惟 人 員 之 儲 備 及 專 職 人 員 之 設 置 及 建 立 國 家 級 檢 驗 機

構 成 立 實 有 必 要。並 且 依 所 調 查 結 果，國 內 之 電 顯 除 淡 水

的 家 畜 衛 生 研 究 所 作 動 物 感 染 症 檢 查 研 究 外，其 餘 大 部 分

大 學 之 電 顯 室 皆 屬 於 研 究 動 植 物 解 剖 學 的 形 態 研 究。本 局

為 國 家 的 疾 病 管 制 機 構 ,對 一 般 國 民 所 發 生 的 傳 染 性 疾 病

及 新 型 病 原 體 的 檢 出 實 有 責 無 旁 貸 之 職 責 ,故 希 望 利 用 此

次 S A R S 事 件 所 得 到 的 經 驗 及 重 新 認 識 疾 病 的 觀 念 ,儘 速

在 平 時 對 各 種 傳 染 病 原 的 實 體 以 電 子 顯 微 鏡 來 確 認 ,並 進

而 研 究 其 病 因 學 的 動 態 變 化 及 病 原 體 的 型 態 變 化 等 ,來 擔

當病原體檢出重要一端。  

 

 

 

 7



材料與方法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標 本 製 作 法  

(I) 液體培養基發育之細菌體標本製作法 

1. 用液體培養基培養細菌，以圓底離心管離心，速度

為 3000 rpm。 

2. 細菌沉澱於管底之後呈現塊狀之原狀加以固定，使

用 的 固 定 液 為 2.5% glutaraldhyde in 0.05M PBS，

將離心後的上清液去除, 加入固定液之後靜置兩個

小時。 

3. 固定完成後抽去固定液，以0.05M PBS加入離心管

清 洗 三 次，之 後 加 入 丙 酮 或 酒 精 進 行 脫 水，逐 漸 升 高

濃 度 ， 從 50%, 70%, 80%, 90%, 95%, 以 及 三 次 100%, 

每個濃度進行脫水 15分鐘。 

4. 脫水 完 成 後 以 Tert-Butyl Alcohol置 換 酒 精 ， 將 酒

精抽離加入 Tert-Butyl Alcohol 靜置 15分鐘，此

步驟實行兩次，避免酒精殘留在細菌細胞。 

5. 將處理完成的細菌塊放入臨界點乾燥的不鏽鋼網

內，在 內 側 鋪 上 濾 紙 以 防 止 細 菌 標 本 從 網 孔 間 掉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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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不 鏽 鋼 網 放 入 臨 界 點 乾 燥 機 器 中，進 行 二 氧 化 碳 臨

界點乾燥(Critical point drying )。 

6. 取出已經乾燥完成的細菌標本，將乾燥之塊狀物放

上 掃 描 式 電 顯 用 之 金 屬 標 本 台，用 鑷 子 尖 端 將 標 本 塊

敲 碎，將 雙 面 膠 帶 貼 上 標 本 台 傾 斜 放 置，黏 住 敲 碎 的

細菌標本，丟棄較大的碎塊。 

7. 放 入 黃 金 覆 膜 儀 器 (Ion Sputter)進 行 蒸 鍍 ， 黃 金 離

子 蒸 鍍 六 分 鐘 後 取 出 標 本 台，則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標

本製作完成。 

 

 

(II) 固體培養基發育之細菌體標本製作法 

1. 配製固體培養基，溶解後將培養基放置於50℃水浴

槽保溫。 

2. 事 先 準 備 已 經 滅 菌 的 濾 紙，最 好 是 玻 璃 纖 維 製 品 ,將

濾紙裁剪成邊長 7 mm正方形。 

3. 用 滴 管 吸 取 溶 解 的 培 養 基 ,滴 1~2滴 在 濾 紙 上，培養

基被濾紙吸乾而凝固，在濾紙上形成薄層固體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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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4. 將濾紙片放置於新的固體培養基上。 

5. 把培養在液體培養基的菌液取一滴在濾紙的薄膜培

養基上，菌液被吸乾後，菌體就留在濾紙上發育。 

6. 培養一至數天後可見到細菌增長到一定程度，即可

進行標本處理程序。 

7. 固 定 與 脫 水 的 步 驟 與 前 頁 (I)所 述 相 同，是 以 整 張 濾

紙連同發育在上方之菌體一起處理。 

8. 注意在處理過程中不可將濾紙的上下兩面混淆，因

菌 體 是 生 長 在 濾 紙 上 方，若 操 作 過 程 中 不 小 心 倒 置 將

會 使 標 本 受 到 污 染，而 臨 界 點 乾 燥 完 成 後 必 須 以 雙 面

膠 布 將 濾 紙 黏 貼 在 標 本 台 上，有 菌 體 的 那 一 面 朝 上 進

行 黃 金 覆 膜 蒸 鍍，鍍 金 結 束 後 就 完 成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標本製作過程。 

9.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直接觀察到正在培養基上發

育 的 細 菌，缺 點 則 是 無 法 應 用 在 一 些 不 容 易 黏 上 培 養

基的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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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標 本 製 作 法  

(I) 細 菌 之 負 染 色 法  

1. 收集固體培養基上方之細菌,以蒸餾水調成適當濃

度之菌液。 

2. 取500μl 菌液於離心管，離心五分鐘,轉速為 5000 

rpm，使細菌沉澱集中於離心管底部。 

3. 抽 去 上 清 液，加 入 30μ l 的 蒸 餾 水，將 沉 澱 物 打 散 ，

使細菌均勻分散於此濃縮的菌液中。 

4. TEM標本的乘載物為銅網(cooper grid)，負染色法

所 使 用 的 銅 網 必 須 事 先 處 理，以 增 加 銅 網 與 細 菌 體 本

身的親合力(affinity)， 取30μl 之 1% BSA溶液,

靜 置 3分 鐘，以 濾 紙 吸 去 多 餘 液 體，之 後 等 待 自 然 風

乾至半乾的程度。 

5. 取30μl 已經離心濃縮的菌液滴在銅網(cooper 

grid)上，等待 3分鐘使細菌黏附在銅網上，以濾紙

吸去多餘液體，等待自然風乾至半乾的程度。 

6. 取20 μ l 之2% PTA溶液滴於銅網上，染色 5秒鐘

後以濾紙吸乾多餘液體，之後在空氣中自然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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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分 鐘，乾 燥 過 程 必 須 避 免 灰 塵 污 染，完 成 後 即

可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II)病 毒 之 負 染 色 法  

1. 取出 700 μ l 病 毒 培 養 液 ， 置 於 2 mL微 量 螺 旋 蓋 試

管。 

2. 病毒液與700 μl 4 % glutaraldehyde 等體積混

合，最 終 濃 度 為 2 %,室 溫 反 應 1.5小 時 ,反 應 液 移 置

4℃，反應 1.5小時使病毒去活化,並且達成蛋白質

固定的目的. 

3. 純化與濃縮病毒病毒顆粒,取出 200 μl 樣品以

90000 rpm離 心 10分 鐘 ， 除 去 上 清 液 。 加 入 200μl 

ddw，以 90000 rpm離心 10分鐘，除去上清液。加

入 30 μl ddw蓋 過 沉 澱 物 ， 靜 置 2分 鐘 。 輕 彈 離 心

管後，以 pipetman充分混合。 

4. 將parafilm剪 裁 成 適 當 大 小，滴 上 40 μ l ddw，grid

正 面 朝 下 蓋 在 水 珠 上 靜 置 5分 鐘 ,濾 紙 除 去 水 分。將

grid過 1% BSA， 吸 去 過 多 的 液 體 ， 靜 置 乾 燥 備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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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出 10 μ l 病 毒 濃 縮 液 ， 加 入 10 μl 2 % PTA染 色

液，充分混合，靜置 2分鐘。 

6. 取5 μ l 混合液，滴在 BSA處理過的 grid，靜置 5

至 10分鐘，使病毒顆粒黏附在 grid上。 

7. 濾紙吸去多餘水分，乾燥後放置於保存盒，未來即

可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III) Shadowing法  (投 影 法 ) 

1. 把液體培養基的菌體經離心沉澱後，抽去上清液，

加 入 2% ammonium acetate，使 細 菌 均 勻 旋 浮 在 溶液

中。 

2. 滴一滴菌液在grid上，再用濾紙吸乾,而後再一次

加 上 一 滴 ammonium acetate，之 後 用 濾 紙 吸 乾 ,這是

要 盡 量 除 去 細 菌 以 外 的 培 養 基，使 背 景 更 為 清 楚，在

前一步驟中用 ammonium acetate溶液離心 2~3次洗

淨 也 可 以 有 同 樣 的 效 果，但 是 會 離 心 過 程 的 機 械 破 壞

力會使鞭毛脫落，因此並不適當。 

3. 等待 grid上的菌液乾燥後，將試料面向上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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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glass上 ， 此 時 也 可 使 用 雙 面 膠 帶 ， 放 入 機 器

中進行蒸鍍。 

4. 在 真 空 度10
-6
 torr時 通 電，蒸 鍍 過 程 中 必 須 要 從 一

定 的 角 度 進 行，大 部 分 是 用 10-45度 進 行，角 度 越 小

會 使 陰 影 部 分 加 大，以 目 測 法 觀 察 厚 度，一 般 只 要 稍

有薄膜程度即可。 

5. 蒸鍍完成之後即可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投影

法的優點是影像比負染色法有立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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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此 次 的 研 究 計 劃，最 初 的 的 三 個 月 間 幾 乎 耗 費 在 檢 體 的

製 作 方 法 的 建 立 及 電 子 顯 微 鏡 本 身 的 維 修，深 感 機 器 的 正

常運作及人員的技術熟練度在精密的科學領域裡是缺一

不可的。  

本年度的目標在於對本局所管制的法定傳染病病原體

的 病 毒 及 細 菌 的 外 型 構 造 影 像 之 製 備，也 就 是 電 子 顯 微 鏡

最 基 礎 及 最 重 要 的 必 要 功 能，因 此 在 細 菌 方 面 大 部 分 採 用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來 製 作，而 病 毒 則 必 須 利 用 透 過 型 電 子

顯 微 鏡 的 技 術 來 取 得，同 時 細 菌 方 面 也 以 透 過 型 電 顯 的 負

染 色 法 及 投 影 法 冀 求 獲 得 更 精 密 的 構 造，但 目 前 尚 未 達 到

預期的效果。  

此 次 攝 影 共 得 到 十 四 種 主 要 病 原 細 菌 圖 像，包 括 不 動 桿

菌 (圖 一 )，類 鼻 疽 菌 (圖 二 )，彎 曲 桿 菌 (圖 三 )，退 伍 軍 人 病

菌 (圖四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菌 (圖五 )，肺炎鏈球菌 (圖

六 )，霍 亂 弧 菌 (圖 七 )，腸 炎 弧 菌 (圖 八 )，鼠 疫 桿 菌 (圖 九 )，

百 日 咳 菌 (圖 十 )，A 型 鏈 球 菌 (猩 紅 熱，圖 十 一 )，鉤 端 螺 旋

體 (圖十二 )，痢疾桿菌 (圖十三 )，及葡萄球菌 (圖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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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病 毒 方 面 的 攝 影 取 得 B 型 肝 炎 病 毒 (圖 十 五 )，輪 狀 病

毒 (圖十六 )，痘瘡病毒 (圖十七 )，腸病毒 (圖十八 )，以及

S A R S 病毒 (圖十九 )。其中 B 型肝炎病毒是直接由病人的

血 液 檢 體 濃 縮 取 得，因 此 病 毒 數 量 少，但 還 是 可 以 觀 察 到

B 型肝炎病毒的三個主要型態。最後的 S A R S 病毒是本實

驗室在去年的 S A R S 狂暴中，從台灣的第一個病人的喉頭

洗液的培養細胞中取得的病毒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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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這次的研究計劃我們建立了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檢

體 操 作 步 驟，並 完 成 了 最 基 本 的 病 毒 及 細 菌 外 部 構 造 影 像

圖 譜，但 離 更 高 的 完 成 度 尚 有 一 段 距 離，今 後 仍 須 繼 續 製

作 及 觀 察，以 獲 得 更 精 密 的 完 美 圖 像，同 時 更 追 求 以 更 高

的技術及更高的電顯倍數來觀察病毒及細菌的內部構

造，不 只 是 能 增 加 對 病 原 體 的 認 識，而 且 更 能 獲 得 其 致 病

原因的所在，這才是電子顯微鏡研究的最終目標。  

  電 子 顯 微 鏡 的 複 雜 構 造及 操 作 技 術 等 因 素，已 經 成 為

一 門 學 問，操 作 人 員 的 知 識 與 熟 練 度，當 然 會 被 要 求，本

局 電 子 顯 微 鏡 室 在 目 前 並 未 配 置 專 職 人 員，因 此 單 以 研 究

計 劃 來 維 持，這 種 不 安 定 的 狀 況，絕 對 無 法 養 成 專 家，目

前疾病管制局已成為全國傳染病的檢驗及技術開發的研

究 中 心，實 有 負 責 全 國 國 民 健 康，尤 其 是 公 共 衛 生 方 面 的

重 責 大 任，以 目 前 的 情 況 是 無 法 受 到 肯 定 的，縱 然 電 子 顯

微鏡並非有經常直接檢驗重要病原體及發現病原的日常

工 作，但 是 誠 如 養 兵 千 日 用 於 一 時 的 道 理，經 常 的 技 術 維

持，也 就 是 技 術 革 新 的 重 要 步 驟，所 謂 精 益 求 精，在 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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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操 作 下 ， 熟 練 的 技 術 就 能 夠 迅 速 而 正 確 地 找 到 病 原 體 ，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事，因 此 電 子 顯 微 鏡 的 系 統 管 理，是 本 局 今

後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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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圖 一 . A c i n e t o b a c t e r  s p p . ( 1 5 , 0 0 0 倍 )  

 

 
圖 二   B u r k h o l d e r i a  p s e u d o m a l l e i  ( 6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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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 C a m p y l o b a c t e r  j e j u n i  ( 2 0 , 0 0 0 倍 )  

 

圖 四 . L e g i o n e l l a  p n e u m o p h i l l a  ( 1 5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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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 N e i s s e r i a  m e n i n g i t i d i s  ( 1 0 , 0 0 0 倍 )   

 

 
圖 六 . S t r e p t o c o c c u s  p n e u m o n i a  ( 1 0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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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 Vi b r i o  c h o l e r a e  ( 8 , 0 0 0 倍 )  

 

 
圖 八 . Vi b r i o  p a r a h a e m o l y t i c u s  ( 8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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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 Ye r s i n i a  p e s t i s  ( 1 0 , 0 0 0  倍 )  

 

 

圖 十 . B o r d e t e l l a  p e r t u s i s  ( 1 5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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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S t r e p t o c o c c u s  p y o g e n e  ( 2 0 , 0 0 0 倍 )  

 

 

圖 十 二 . L e p t o s p i r a  i n t e r r o g a n s  ( 2 0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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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三 . S h i g e l l a  s p p .  ( 8 , 0 0 0 倍 )  

 

 

圖 十 四 . S t a p h y l o c o c c u s  a u r e u s  ( 1 0 , 0 0 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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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五 . h e p a t i t i s  B  v i r u s   

 

 
圖 十 六 . r o t a  v i r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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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七 . v a r i o l a  v i r u s  ( v a c c i n e )  

 

 

圖 十 八 . e n t e r o v i r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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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九 . S A R S  v i r u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