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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多发于婴幼儿!可引

起手"足和口腔等部位疱疹!严重时导致其他脏器并发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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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道病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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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京"河北"天津"福建"吉林"山东"湖北"西宁和广东等十

几个省市均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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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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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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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比例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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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也比女性高!

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喜欢到户外活动!从而导致感染肠道病毒的

可能性更高#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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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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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虽然全年均可发生!但具有较

为明显的季节性#

F[98

疫情好发于夏秋季节!春季和冬季

较少!提示在夏秋季节要特别注意
F[98

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避免其暴发和大流行#

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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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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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发人群!

患者人数占所有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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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儿童也是感染肠道病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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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高危人群!分别占所有肠

道病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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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感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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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的儿童免疫力相对低下有关!提

示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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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童要特别注意预防
F[98

#

F[98

是一种良性病!预后较好#

(1()

例
F[98

患者

中只有
3

例死亡病例!仅占
"+)&W

#因此!

F[98

要重视"加

大相关预防知识的宣传!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大多患者都

能治愈#

对肠道病毒的检测!经典方法有病毒分离"中和抗体检测

和免疫组织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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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分离检测时间长!操作繁琐-

CD%#4

法检测抗体经济快速!但由于从病毒感染到抗体出现

需要一定时间!用于疾病早期诊断灵敏度不高#分子生物学的

飞速发展提供了快速"准确的检测手段#用实时荧光逆转录

5$6

法检测
CG

"

CG1(

"

$4(!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结果快速

准确!整个检测时间只需
3

!

*N

!而且反应和分析完全在闭管

的条件下完成!可防止标本交叉及环境污染!适合用于
F[98

的常规检测#

参考文献

.

(

/ 杨洪!姚相杰!何雅青!等
+)""'

年深圳市
&!

起手足口病疫情的病

原学检测.

H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2)&3(+

.

)

/ 安徽省卫生厅
+

我省阜阳积极防治肠道病毒感染疾病.

C<

+

dD

/

+

.

)""'2"!2)"

/

+N??

Q

*++

VVV+=NV/?+

L

MS+>0+

.

&

/

#>NP.J?7H

!

DA00A??AAF

!

FMFF+40=

QQ

=BA0?@

O

0AVA0?ABM2S.2

BK/./M@=?AJUBMP

Q

=?.A0?/V.?NJ./A=/AMU?NA>A0?B=@0ABSMK//

O

/2

?AP

.

H

/

+H%0UA>?8./

!

(,13

!

(),

(

&

)*

&"32&",+

.

3

/ 文萍
+

肠道病毒
1(

型感染的研究概况.

H

/

+

中国当代医药!

)"("

!

(1

(

3

)*

()12()'+

.

*

/ 龚黎明!葛琼!严菊英!等
+

浙江省肠道病毒
1(

型的分离与
G5(

区

域序列分析.

H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1(2,13+

(收稿日期*

)"((2"32(&

)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HD=I9AJ

!

4K

L

K/?)"((

!

GM@+&)

!

7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