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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监测发热患者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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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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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荧光定量
/.0

反应监测发热患者甲型
$̂-$

流感病毒感染情况!探讨该方法在流行性感冒检测诊断中

的意义%方法
!

采用
P^`

推荐的荧光定量
/.0

方法对
55:$

例发热患者咽拭子标本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确定甲型
$̂-$

流感

感染患者%结果
!

共检测有流感样症状患者
2$#:

例!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3:

例!阳性率
5#6&4

!其中甲型
$̂-$

流感病

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
$36%4

%

$9

岁以下儿童甲型
$̂-$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2%5

例!占甲型
$̂-$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总数

的
93624

%结论
!

实时荧光定量
/.0

反应快速$准确!适用于
$̂-$

流感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并可作为监测手段在临床广泛开

展!为控制疫情的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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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暴发的甲型
$̂-$

流感疫情是由新的流感病毒变

异株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可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部分重症患者可突发高热#甚至继发严重肺炎'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肺出血'呼吸衰竭和多器官损伤*传统的实验室确诊

方法是通过细胞培养或鸡胚培养分离流感病毒#该方法耗时

长#实验室要求高#无法满足及时监测疫情以及临床早期诊断

的需要*采用实时定量
/.0

方法对发热患者的鼻咽拭子样本

进行检测#可快速检测甲型
$̂-$

流感病毒*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年
#

%

$2

月本院发热门诊疑似流感样

患者共
2$#:

例#所有患者均具有发热现象#体温大于或等于

5%Y

#伴有咳嗽'咽喉痛'全身肌肉酸痛或乏力*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在
&

%

:&

岁之间*

D6E

!

方法
!

咽拭子样本的采集严格按照,甲型
$̂-$

流感病

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案$试行%-执行(

$

)

#样本置于
5I(^)?

-a,

病毒保存液中#

9Y

可保存
32F

#

X%&Y

可长期保存*

D6F

!

实时荧光定量
/.0

检测甲型
$̂-$

流感病毒特异性核

酸
!

$

$

%

0-)

的提取!采用
d+)_*-

公司的
0CE>=

R

"[

[<><

a<D

提取病毒
0-)

#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

%采

用
P^`

推荐的引物与探针(

2

)

!

+>K)

用于甲型流感病毒通用

检测#

=M+>K)

用于检测
,M<>C

流感病毒#

=M $̂

用于检测
$̂

亚型的甲型
$̂-$

流感病毒#

0>E=C/

用于检测临床标本中的

人上皮细胞#作为室内质控对照*$

5

%检测仪器!

0AOFC

公司

(<

8

FD.

R

OJCG$62

扩增仪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0

*$

9

%

/.0

反

应条件为
9% Y

逆转录
5&I<>

#

'# Y

预变性
$&I<>

#然后以

'#Y$#=

#

:&Y:&=

扩增
9#

个循环#在
:&Y

时收集荧光*

反应体系为
2#

!

(

#模板
#

!

(

*

D6G

!

结果判断
!

在阴'阳性对照均成立的情况下#各引物所代

表的意义见表
$

*

表
$

!!

甲型
$̂-$

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的判断

引物探针 带检样品
)

带检样品
!

带检样品
.

带检样品
V

带检样品
*

带检样品
1

+>K) W X W W W W

"

X

=M+>K) X X W W X W

"

X

=M $̂ X X X W W W

"

X

0>E=C/ W W W W W X

结果判断 甲型流感病毒阳性 非甲型流感病毒感染 甲型
$̂-$

流感病毒阳性 甲型
$̂-$

流感病毒阳性 理论上不能出现 标本不合格#重新留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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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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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52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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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结
!!

果

E6D

!

$

例临床样本经特异性引物扩增后#

+>K)

'

=M+>K)

'

=M $̂

'

0>E=C/

结果显示均为阳性#各引物的阴性对照均为

阴性*

E6E

!

共检测有流感样症状的患者
2$#:

例#

55:$

例咽拭子样

本中#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3:

例#阳性率
5#6&4

#其中甲

型
$̂-$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
$36%4

*

$9

岁以

下儿童甲型
$̂-$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2%5

例#占阳性总数的

93624

*见表
2

*

表
2

!!

该院
2&&'

年
#

%

$2

月流感疫情实时

!!

荧光
/.0

检测结果比较

月份
例数

$

%

%

甲型流感

阳性

$̂-$

流感

阳性

甲型流感

阳性率$

4

%

$̂-$

阳性率$

4

%

#

月
52 & & &6& &6&

:

月
2%& $ & &69 &6&

3

月
93: $9 & 26' &6&

%

月
::% $53 : 2&6# &6'

'

月
35& 2:2 39 5#6' $&6$

$&

月
%9& #3$ 5'# :%6& 936&

$$

月
2&9 $52 '9 :963 9:6$

$2

月
$5$ #' 5& 9#6& 226'

合计
55:$ $$3: #'' 5#6& $36%

E6F

!

甲型
$̂-$

流感发病率从
#

月以来呈上升趋势#

$&

月下

旬至
$$

月上旬达到高峰#

$&

%

$2

月检测的甲型流感样病例

#&4

以上都是甲型
$̂-$

流感病毒感染#儿童流感样病例中

%&4

以上都是甲型
$̂-$

流感病毒感染*

E6G

!

对于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给予相应的抗病

毒治疗#

$

周后复检#

$̂-$

核酸检测大部分为阴性#转阴率为

'#6#4

*

F

!

讨
!!

论

根据国家流行性感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_!$#''9?

$''#

%

(

5

)

#流行性感冒病原学常规的检测方法是病毒培养法$细

胞培养法与鸡胚培养法%*该方法虽然准确度高#但培养时间

长#一般要
$&

%

$#N

#而且对实验室和人员素质要求也很高#不

适用于临床常规早期快速诊断*实时荧光定量
/.0

方法从核

酸提取到完成检测只需
5

%

9F

#且操作方便#特异性强'灵敏度

高#缩短了检测的时间*

2&&'

年
5

月暴发于北美的甲型
$̂-$

流感疫情#是由新

的流感病毒变异株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前在人和猪身

上均未发现过#这种新型病毒具有传染性#包含北美猪流感'禽

流感'人流感和欧亚猪流感病毒
9

种不同流感类型的基因片

段#可以在人群之间传播(

9

)

*

#

月份中国内地确诊首例甲型

$̂-$

流感病例(

#

)

#本实验室从
2&&'

年
#

月
2&

日开始采用实

时荧光定量
/.0

方法检测发热患者的咽拭子标本#从
#

%

$2

月共检测了
55:$

例咽拭子样本#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3:

例#阳性率
5#6&4

#其中甲型
$̂-$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

例#阳性率
$36%4

*

:

'

3

'

%

月份甲型
$̂-$

流感感染阳性

率较低#标本来源于本院发热门诊患者#主要为医院附近居民*

'

月份以后学校开学#由于此次流感的传染性很强#出现了多

所学校的小范围流行#

$̂-$

流感阳性率上升至
$&6$4

*

$&

'

$$

月随着气温的降低#流感疫情迅速蔓延#呈快速上升趋势#

达到
936&4

左右*尤其是
$9

岁以下儿童由于抵抗力差更易

感染#本组检测的病例中#

$9

岁以下儿童甲型
$̂-$

流感病毒

核酸阳性
2%5

例#占阳性总数的
93624

#而且在儿童流感样病

例中
%&4

以上都是甲型
$̂-$

流感病毒感染*该病毒感染传

播迅速但由于能够早期快速诊断#大部分患儿经过对症治疗和

抗病毒治疗后都能很快好转#

$

周后
$̂-$

核酸检测转阴率达

到
'#6#4

*

$2

月中'下旬以后随着
$̂-$

疫苗的广泛注射和

防护意识的加强#感染阳性率迅速下降*

2&$&

年以后
$̂-$

感染的阳性率也一直持续在很低的水平#几乎已检测不到阳性

病例*

总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0

反应监测发热患者甲型

$̂-$

病毒感染快速'准确#适用于
$̂-$

流感病毒感染的早

期诊断并可作为监测手段在临床广泛开展#为控制疫情的蔓延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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