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G

!

空白计数结果
!

d!N-+-)\'-

3

"

#

(

c!N-\'-

')

"

#

(

K̀

-

@

"

#

(

/#;)+--\'-

3

"

#

#仪器空白测试结果良好#远低于

标准'

D+Q

!

携带污染率
!

d!N

(

c!N

(

K̀

(

/#;

的携带污染率分别

为
-+-)[

(

-+''[

(

-+*6[

(

-+'[

#均小于
'+-[

#按照标准均

符合要求'见表
,

'

E

!

讨
!!

论

O

L

9J>CRU&3---

血细胞分析流水线是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于
)-')

年推出的最新款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它以半导

体激光流式细胞术(鞘流电阻抗检测法和核酸荧光染色等先进

技术完美融合而形成的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模块#具有特色的

/#;&P

通道#

cX;

通道和
d/N

通道'同时配有
O/&'-

全自动

推片机及
#"!2."U6+-

软件系统#仪器可以根据规则判定

结果#自动执行
c>

D

>A?

分析(

c>EH:

分析(

c>FG>C

分析以获得更

准确结果'随着实验室的不断发展和自动化的提高#同一实验

室拥有的血细胞分析仪会有多个品牌或同一品牌不同型号#为

了保证血细胞分析仪之间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实验室

必须对其各项性能指标进行验证'同时新的血细胞分析仪投

入临床使用之前也要进行性能验证#所以对目前实验室所用仪

器进行全面系统的性能验证十分必要'

本次验证参照
N#O%

相关指南文件和-医疗机构临床实验

室管理办法.要求对
O

L

9J>CRU&3---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

批内(批间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空白试验#携带污染率进

行了分析验证'此次通过使用
O

L

9J>CRU&3---

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验证
d!N

(

c!N

(

/#;

(

K̀

(

Ǹ;

及
.NV6

项指标

后发现#

O

L

9J>CRU&3---

分析
d!N

(

c!N

(

K̀

(

Ǹ;

(

.NV

及

/#;

的精密度$批内(批间&结果均符合标准要求#表明该仪器

重复性好(精密度高'

O

L

9J>CRU&3---

与本实验室目前使用

的
O

L

9J>CRX&)'--b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正确度分析结果对

比显示#两台仪器的
d!N

(

c!N

(

K̀

(

Ǹ;

(

.NV

及
/#;

的偏

差均低于标准要求#两台仪器之间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其正

确度符合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的分析质量要求'携带污

染率检测结果显示#高值(低值标本之间交叉污染小'线性范

围验证结果显示#

O

L

9J>CRU&3---

线性范围宽广#各项检测指

标
A

值均在
'+--Q-+-,

范围之内#

1

值均
&

-+30,-

'

验证结果显示本实验室新引进的
O

L

9J>CRU&3---

全自

动血液分析仪各项性能指标与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的分

析质量要求及厂商规定的分析性能基本一致'该仪器精密度

良好#有着极低的携带污染率和空白干扰#线性范围宽广'同

时#与目前实验室应用的
O

L

9J>CRX

系列有着良好的相关性(

一致性'另外该仪器检验流程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是一台理

想的更新换代产品#适合临床应用)

6

*

'所选用的验证方案可操

作性和实用性较强#提供了一套较标准的血细胞分析仪性能验

证方案#对建立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实验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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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例腹泻患儿轮状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赵文凤'

!周
!

斌)

!孔瑞微*

"

'+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检验科!黑龙江哈尔滨
',--'-

#

)+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骨科!黑龙江哈尔滨
',--'-

#

*+

哈尔滨市第十医院检验科!黑龙江哈尔滨
',--0-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地区腹泻患儿轮状病毒"

cV

$的感染情况&方法
!

)-'*

年
0

月至
)-'1

年
6

月腹泻患儿
1133

例!按患

儿年龄分为小于
6

月'

6

%$

')

月'

')

%$

)1

月及大于或等于
)1

月组!收集所有患儿新鲜粪便标本!采用胶体金法进行
cV

抗原

检测&结果
!

1133

例腹泻患儿中!

cV

阳性
'-')

例!阳性率
))+13[

#

$

6

月'

6

%$

')

月'

')

%$

)1

月及大于或等于
)1

月组
cV

阳性率分别为
3+1([

'

'0+(([

'

*1+()[

和
)(+-'[

#

cV

感染主要集中在
'-

月至次年
,

月!其中
')

月
cV

阳性率最高!达

*(+--[

&结论
!

cV

感染是导致患儿腹泻的重要原因!其流行与患儿年龄及气候因素有关!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轮状病毒#

!

腹泻#

!

婴幼儿#

!

儿童

!"#

!

'-+*363

"

7

+899:+'60*&1'*-+)-',+))+-1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0*&1'*-

"

)-',

$

))&**))&-*

!!

腹泻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每年可造成
06

万

,

岁以下儿童死亡)

'

*

'轮状病毒$

cV

&是造成儿童非细菌性腹

泻的主要病原体#其检测越来越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本研究

通过对腹泻患儿的粪便进行
cV

检测#了解本地区腹泻患儿

cV

的感染情况'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

年
0

月至
)-'1

年
6

月本院就诊的腹泻

患儿
1133

例#其中男
)061

例#女
'0*,

例%按患儿年龄分为
1

组!

$

6

月组
'-'*

例#

6

%$

')

月组
',11

例#

')

%$

)1

月组

'1'-

例#

+

)1

月组
,*)

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T#AK.>4

!

U<=>JK>E)-',

!

V<G+*6

!

U<+))



C+D

!

仪器与试剂
!

cV

检测采用
cV

抗原检测试剂盒#由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C+E

!

检测方法
!

收集患儿大便标本#采用胶体金法检测
cV

#

试验的具体步骤和结果判读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cV

检出阳性率
!

检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共
1133

例#

cV

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
))+13[

#其中男性阳性率

)'+-3[

#女性阳性率
)1+0*[

'

D+D

!

不同年龄组腹泻患儿
cV

感染情况
!

')

%$

)1

月患儿

粪便标本
cV

阳性率最高#其次为大于或等于
)1

月患儿#各年

龄组两两比较患儿粪便标本
cV

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cV

在不同年龄组腹泻患儿中的感染情况

月龄$月&

.

阳性

$

6 '-'* 36

$

3+1(

&

6

%$

') ',11 )06

$

'0+((

&

"

')

%$

)1 '1'- 13'

$

*1+()

&

",

+

)1 ,*) '13

$

)(+-'

&

",#

!!

"

!

"

$

-+-,

#与小于
6

月患儿比较%

,

!

"

$

-+-,

#与
6

%$

')

月患

儿比较%

#

!与
')

%$

)1

月患儿比较'

D+E

!

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cV

的感染情况
!

)-'*

年
0

月至

)-'1

年
6

月#哈尔滨市腹泻患儿
cV

感染每月均有一定发病

率'

)-'*

年
'-

月#粪便
cV

抗原检出率陡然升高#并一直持

续在较高水平至次年
,

月#其中
')

月
cV

检出率最高%

)-'*

年

0

%

3

月及
)-'1

年
6

月
cV

检出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见表
)

'

表
)

!!

)-'*

年
0

月至
)-'1

年
6

月不同月份腹泻患儿

!!!

cV

感染情况(

.

$

[

%)

月份
. cV

阳性

)-'*

年
0

月
)0, '*

$

1+0*

&

)-'*

年
(

月
*,- ')

$

*+1*

&

)-'*

年
3

月
*)) )6

$

(+-0

&

)-'*

年
'-

月
*,- 31

$

)6+(6

&

)-'*

年
''

月
*6( 3*

$

),+)0

&

)-'*

年
')

月
1)' '6-

$

*(+--

&

)-'1

年
'

月
1(1 ',1

$

*'+()

&

)-'1

年
)

月
1)1 '*3

$

*)+0(

&

)-'1

年
*

月
1(6 '**

$

)0+*0

&

)-'1

年
1

月
1-- '-1

$

)6+--

&

)-'1

年
,

月
*)6 6,

$

'3+31

&

)-'1

年
6

月
)6* '3

$

0+))

&

E

!

讨
!!

论

cV

于
'30*

年被澳大利亚学者
!89B<

D

首次发现#能引起

人和动物腹泻#其中以
"

群最常见#是婴幼儿重型腹泻的首要

病原'

cV

通过粪口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cV

有/民主病

毒0之称#几乎
*

岁以前的儿童都感染过'世界卫生组织

$

d`2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NbN

&及国内专家报告/全世

界每年
,

岁以下儿童中有
'),--

万例儿童感染
cV

#导致腹

泻#每年约有
'(--

万例患儿病情较为严重#发展中国家每年

约有
6-

万至
(0

万例患儿死于重型
cV

腹泻#占腹泻病死亡总

数的
)-[

%

),[

0'目前#对
cV

感染尚无特效药#全世界已

进行了大量的疫苗研制工作)

)&*

*

'可见#

cV

腹泻在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本研究的
1133

例腹泻患儿中#

cV

检出率为
))+13[

#与

以往报道相符)

1&,

*

'可见#

cV

感染是导致哈尔滨市患儿腹泻

的重要病原体'

cV

感染的传染源为患者(隐性感染及病毒携带者#粪
&

口

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cV

感染在大部分国家全年都可

发生#差异较小#但总的表现为在每年天气较为寒冷的季节多

发#主要集中在秋末和冬初或者初春等天气干燥和寒冷的季节

里)

6

*

'我国每年的
'-

月至次年的
)

月是高发季节#不同地区(

不同年份高发季节略有不同#随气候变化略向前后推移)

0

*

'本

研究发现
'-

月至次年
,

月检出率较高#其中
')

(

'

(

)

月最高#

与相关报道基本一致)

0

*

'

cV

腹泻最常发生于
6

%

)1

月的婴幼儿)

(

*

#这一方面和半

岁后母体抗体下降有关#另一方面和急性胃肠炎病毒污染范围

广#传播途径多#易造成感染有关)

3

*

'

6

月以下的婴儿由于多

为母乳喂养#母乳中含丰富的
9%

@

"

(乳铁蛋白等#具有很强的

抗肠道感染作用)

'-&''

*

#因此#

-

%

6

月婴儿发病率低#且病情较

轻'本研究显示#

')

%$

)1

月腹泻患儿
cV

阳性率最高#

)1

月

及以上月龄患儿的
cV

阳性率次之#高于
')

月及以下月龄患

儿#与以往报道有差别)

(

*

#但与张静薇)

')

*的报道一致#可能与

近几年
cV

疫苗研制进展#人们的观念不断转变#

cV

疫苗的

广泛应用有关'

综上所述#

cV

感染是导致患儿腹泻的重要病原体#其流

行情况与气候因素及患儿年龄有关#应引起重视'同时#应加

强
cV

疫苗的广泛应用#降低
cV

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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