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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病毒抗原检测在疑似食物中毒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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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妇幼保健院

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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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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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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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轮状病毒'肠道腺病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联合检测在疑似食物中毒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

收集疑似食物中毒患者急性期粪便
!-%

份!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进行腹泻
0

项病毒抗原检测!同时进行致病菌培养鉴

定&结果
!

!-%

份疑似食物中毒患者粪便标本中!检出
!

株志贺菌!未检出其他致病菌$腹泻
0

项病毒抗原中轮状病毒'肠道腺病

毒'诺如病毒'星状病毒抗原的检出率分别为
($%%.

'

!$-'.

'

!0$--.

'

"$,0.

&结论
!

应用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联合检测可明确病

毒病原体!及时识别和预警食源性疾病暴发&

关键词"食物中毒$

!

食源性疾病$

!

腹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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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食品安全是关

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

热点问题)

!

*

'据
fcO

统计#发达国家每年约有
!

"

"

的人感染

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

甚至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

*

'目前#已知的食源性疾病大约

有
"&'

多种#大多数是由致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导致的感染性

疾病#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

卫生习惯的改善#致病菌和寄生虫导致的食源性腹泻已得到有

效控制#而腹泻病毒感染已成为食源性腹泻暴发的最主要病

原)

#

*

'目前已知引起食源性腹泻的常见腹泻病毒病原包括轮

状病毒$

R3

&(肠道腺病毒$

V4B3

&(诺如病毒$

U3

&和星状病

毒$

47>3

&

)

0

*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非细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和

爆发#本研究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联合检测腹泻
0

项病毒抗

原#旨在探讨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联合检测在食物中毒中的应用

价值'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
"'!0

年
&

月至
"'!&

年
!"

月清远市阳

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阳山县人民医院和阳山县妇幼保健院

收治的疑似食物中毒的腹泻患者粪便标本
!-%

份'采集腹泻

患者急性期粪便标本#置于灭菌干燥(有盖的
&CT

螺口塑料

采样管 中#立 即 送 实 验 室 检 测#或 置
P"' m

冰 箱 冷 冻

保存待检'

?$@

!

仪器与试剂
!

2c0''GW

荧光免疫层析分析仪$北京博晖

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仪器专用检测卡检测腹泻
0

项

病毒抗原$

R3

(

V4B3

(

U3

(

47>3

&'致病菌检测所用培养基和

试剂均由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国家标准进行操作'

?$A

!

方法

?$A$?

!

腹泻诊断标准
!

每天大便次数增加$

'

#

次&或大便性

状发生明显改变$稀便(水样便(黏液便(脓血便等&'

?$A$@

!

致病细菌培养检测
!

按照.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

测工作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版.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进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志贺菌(致泻大肠埃希

菌(副溶血性弧菌致病菌培养鉴定'

?$A$A

!

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联合检测
!

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联合

检测试剂卡利用荧光免疫层析技术#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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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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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广东省清远市社会发展领域自筹经费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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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兰香#女#卫生检验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卫生检验方面的研究'



当待测标本加入测试卡加样孔后#待检标本中含有的
R3

(

V4B3

(

U3

(

47>3

抗原与荧光标记的抗体形成反应复合物#在

层析作用下#反应复合物沿硝酸纤维膜向前移动#分别被硝酸

纤维膜检测区上预包被的
R3

(

V4B3

(

U3

(

47>3

单克隆抗体

捕获#在检测区上形成反应条带#使用
2c0''GW

联检仪检测反

应条带的荧光值#当荧光值等于或高于检出限时显示为阳性#

低于检出限时显示阴性'严格按仪器(试剂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操作'

@

!

结
!!

果

@$?

!

致病菌培养
!

!-%

份疑似食物中毒腹泻患者粪便样本

中#检出志贺菌
!

株#检出率为
'$&-.

#未检出其他致病菌'

@$@

!

腹泻
0

项病毒抗原检测
!

!-%

份疑似食物中毒腹泻患者

粪便样本中#共检出腹泻病毒抗原
&!

份#占
",$(,.

#其中

R3

(

V4B3

(

U3

(

47>3

抗原的检出率分别为
($%%.

(

!$-'.

(

!0$--.

(

"$,0.

#见表
!

'

表
!

!!

致病菌和腹泻
0

项病毒抗原检出情况#

-\!-%

$

病原体 阳性$

-

& 检出率$

.

& 构成比$

.

&

志贺菌
! '$&- !$("

R3 !- ($%% #"$%(

V4B3 # !$-' &$--

U3 "% !0$-- &'$''

47>3 & "$,0 ($%"

合计
&" "($&& !''$''

A

!

讨
!!

论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食品需求量的增大#很多食品因

病原体污染而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

中毒&给全球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巨大的经济负

担)

&

*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及卫生习惯的改善#细菌感染所致的食源性疾病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而腹泻病毒感染已成为导致非细菌性腹泻暴发

的最主要病原'因为患者临床症状以呕吐(腹痛(腹泻为主#与

细菌性食物中毒相似#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的实验室都尚未开

展相应的腹泻病毒病原体检测#往往被诊断为,食物中毒-或

,胃肠炎-

)

%

*

'病毒性腹泻具有传播快(潜伏期短(发病急(感染

力强(病后免疫力不能持久等特点#常可导致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

-

*

'其中
U3

是引起儿童和成人非细菌性胃肠炎的主要

病原体#常在医院(餐馆(学校(托儿所(军队等人群密集的地方

引起急性暴发#近年来#国内外在幼儿园和学校爆发的由
U3

引起的群体性疫情的报道增多)

,9!'

*

'

U3

属于人类杯状病毒科

的单股正链
RU4

病毒#具有高度感染性#

!'

!

!''

个病毒颗粒

就能引起感染#与流感病毒相似#传染迅速#被称为,胃肠道型

流感-'在全球#

U3

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排第一位#占食源

性疾病暴发的
&'.

以上#在非细菌性胃肠炎暴发中占
('.

以

上)

!!

*

'

"'!#

年广东省共报道
!(

起其他非细菌感染性腹泻暴

发疫情#均由
U3

引起)

!"

*

'本研究显示#在
!-%

例疑似食物中

毒腹泻患者粪便样本中#共检出
U3

抗原
"%

例$检出率为

!0$--.

&#占检出病原体总数的
&'$''.

'

人类
R3

是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报告每年全世界大约有
!$0

亿腹泻患儿感染
R3

#死

亡约
!''

万)

!#

*

'

R3

性腹泻是我国北方秋冬季小儿腹泻最常

见的病原体#曾被称为秋季腹泻)

!0

*

'本研究中
R3

抗原检出

率为
($%%.

#仅次于
U3

抗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饮食卫生的要求也相应提

高#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卫生监督的高度重视#自
"'!0

年春节后阳山县没有发生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本研究中检

测的样本均来自家庭散发病例'为及早干预(控制食源性疾病

$包括食物中毒&疫情发生#实验室必须及时提供有效(可靠(快

速的实验诊断依据#本研究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检测
!-%

份疑

似食物中毒患者粪便标本的腹泻
0

项病毒抗原#并同时进行致

病菌培养#结果显示致病菌培养检出
!

株志贺菌#检出率位

'$&-.

#未检出其他致病菌%腹泻
0

项病毒抗原总的检出率为

",$(,.

#

R3

(

V4B3

(

U3

(

47>3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

(

!$-'.

(

!0$--.

(

"$,0.

#与广州市刘泽滨等)

!&

*报道的结果较

为一致#而
V4B3

检出率明显高于无锡市)

!%

*

(北京地区)

!-

*

#

R3

(

U3

(

47>3

相关数据与广州市(无锡市(北京相对较为一

致#同时均以
U3

检出率居高#与张静等)

!,

*对我国
"''%P"'!#

年
U3

感染性腹泻流行现状的报道数据接近'

感染性腹泻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

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均有

V4B3

(

47>3

引发病毒性腹泻暴发的报道#对
V4B3

(

47>3

的

预防控制仍不可掉以轻心)

!(9"'

*

'为减少病毒性腹泻爆发的风

险#及时控制疫情扩散#应用快速的筛查方法检测腹泻病毒显

得尤其重要#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法联合检测肠道
0

项病毒抗原

$

R3

(

V4B3

(

U3

(

47>3

&#可以在短时间内明确食源性疾病病

原体#及时排除致病菌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在腹泻诊断(疑

似食物中毒中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该实验过程相对简单#整

个操作只需
&C68

且
!

次实验同时检测
0

种病毒抗原#可为临

床治疗提供及时(有效(可靠的实验信息'

应用腹泻
0

项病毒抗原联合检测技术#明确病毒病原体#

及时识别和预警食源性疾病爆发#对有效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

病的发生和爆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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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未能及时通过校准后比对试验的校准操作是不被认可的

操作'笔者认为#血细胞分析仪校准后#必须及时进行校准后

比对试验并通过比对#才能保证实验室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

血细胞分析仪实验结果间具有可比性#满足临床实验室认可的

需要'

校准可以使用仪器配套的校准品#但配套校准物的价格

高(效期短且难以及时获得等特点#使配套校准物的使用难以

得到推广'近年来#新鲜全血是最佳的比对试验标本及校准

物)

,9(

*

#这一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而使用可溯源到国际参考方法

的固定血细胞分析仪定值新鲜全血#再使用定值的新鲜全血对

其他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校准的方法开始被广泛采用'本文作

者采用了该方法#首先使用配套的校准品对迈瑞
2Y&,''

进行

校准#校准后进行了校准验证#校准验证通过后对新鲜血进行

定值#以该新鲜血作为校准品对
2Y&#''

及
2Y&!,'

进行校准#

校准后进行了校准验证#校准验证通过后使用新鲜血进行比对

试验#确保检验结果间具有可比性#满足临床的需要'

在本次校准实验中#

2Y&,''

的
R2Y

偏倚不超过表
!

的一

列数值#无需进行校准%而
f2Y

(

cJ

(

+Y3

及
/T:

的偏倚均

在表
!

的一列和二列之间#需进行校准#调整仪器的校准系数#

在调整仪器的校准系数后对
R2Y

(

f2Y

(

cJ

(

+Y3

及
/T:

进

行校准验证#各个项目的偏倚均不超过一列的数值#校准合格%

使用新鲜血在
2Y&,''

进行定值后#使用另外两支新鲜血对

2Y&#''

(

2Y&!,'

进行校准#结果显示
2Y&#''

及
2Y&!,'

的

R2Y

(

f2Y

(

cJ

(

+Y3

(

/T:

的偏倚均小于表
!

的第一列数值#

无需校准#而校准验证结果亦显示
2Y&#''

(

2Y&!,'

的
R2Y

(

f2Y

(

cJ

(

+Y3

(

/T:

的偏倚均小于表
!

的第一列数值#证明

校准合格'在新鲜血比对试验中
2Y&,''

与
2Y&#''

(

2Y&,''

与
2Y&!,'

的
f2Y

(

R2Y

(

cJ

(

+Y3

(

/T:

(

cY:

(

+Yc

(

+YcY

相对偏差符合率均超过
,'.

#比对试验通过#检验结果

间的可比性得到保障#可满足临床的需要'

通过校准(校准验证和比对试验#本实验室相同品牌不同

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具有溯源性和可比性#可满足临

床的需要'总之#血细胞分析仪校准后必须进行校准验证#以

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及溯源性%而血细胞分析仪校准后必须

及时进行比对试验并通过比对)

!'9!"

*

#确保检验结果间具有可

比性#满足临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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