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乐山市
!$$,

年流感监测结果分析

谢应国!陈
!

霞!牟怀德!刘昕亮"四川省乐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乐山市
!$$,

年流行性感冒"流感#及其亚型甲型
a"S"

流行情况$方法
!

每周监测哨点

医院的流感样病例和暴发疫情的咽拭子标本!采用荧光定量
TQ8

进行流感病毒型别鉴定$结果
!

共采集
%.&

例标

本!检测国家级哨点医院标本
!-!

例!检出
a"S"

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

'

9

型季节性流感
/-

例!

]

型季

节性流感
%

例$检测人疑似感染流感暴发疫情标本
""!

例$检出
a"S"

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

$

9

型

季节性流感
-%

例$结论
!

乐山市由于防控得力!未造成大面积流感传播$

!关键词"

!

流感'

!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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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下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

物品的接触传播)临床症状为急起高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

和轻度呼吸道症状#高发于秋冬季节#所引起的并发症并导致

死亡*

"

+

)

!$$,

年
%

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先后发生新甲型
a"S"

流感#其病毒为
9

型流感病毒#

a"S"

亚型猪流感病毒毒株#

该毒株包含有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
%

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

段#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可以在人际间广泛传播*

!

+

)自此以

后#流感迅速蔓延至全球大部分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乐山市

流行情况#掌握流行规律#为预防和控制流感提供科学依据#本

院于
!$$,

年成立了流感网络监测实验室#对辖区范围内哨点

医院开展流感样病例&

2+"

'的报告和病原学监测#并在全市范

围内实施流感暴发疫情的监测#现将监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哨点医院
!

发病
%;

内且未服用过抗病毒药物的流感

样病例咽拭子标本#共采集
!-!

例标本)

>'>'?

!

流感病例暴发疫情标本
!

采集发生流感暴发疫情中部

分患者的咽拭子标本#共采集
""!

例标本)

>'?

!

方法
!

采用荧光定量
TQ8

!取
!$$

"

+

咽拭子标本#用

P9̂ L<**"/:455C<+bR:)=A*8S9TC>B4@A=4)6c4=

试剂盒提

取病毒
8S9

)使用上海之江公司生产的
9

,

]

型流感病毒荧

光
TQ8

检测试剂盒和北京金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

a"S"

检测试剂盒#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在
Ze07%%9

型荧

光
TQ8

仪上进行检测)以
Q=

值小于
%#

判定为阳性)

?

!

结
!!

果

?'>

!

地域分布
!

乐山市流感发生在
,

!

"!

月#

""

月发病例数

最多#暴发疫情发生数为
!$

例#暴发疫情共报告病例数
""/

例#主要为市中区
,,

例)夹江县
#

例#峨眉山市
""

例#井研县

"

例)

?'?

!

年龄分布
!

乐山市流感病例男性共
,!

例&

/#'-![

'#女

性共
&.

例&

%&'!.[

')各年龄组别中#以
"$

!

",

岁年龄组发

病人数最多#占报告病例总数的
..'-"[

)

?'@

!

实验室检测结果
!

全市共采集
%.&

例标本#检测人疑似

感染甲型
a"S"

流感标本
""!

例)检出
a"S"

阳性
##

例#阳

性检出率为
&,'""[

)

9

型季节性流感
-%

例)检测国家级哨

点医院标本
!-!

例#检出
a"S"

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

(

9

型季节性流感
/-

例#

]

型季节性流感
%

例&见

表
"

')

表
"

!

!$$,

年
,

!

"!

月乐山市流感病毒监测按月统计表

月份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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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甲型
a"S" ]

型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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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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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是一种季节性的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类疾病#具

有起病急,传播迅速,群发性高的特点)今年全球大流行的新

甲型
a"S

流感对人类的威胁之所以巨大#其主要原因是人类

对此新的流感病毒全然没有免疫力)

",#-

年前出生的人可能

感染或接触过
a"S"

病毒#但体内的抗体也已很低且对目前

的新甲型
a"S"

病毒针对性不强)因此尽快尽早进行流感病

毒的检测对流感的治疗和疫情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流感

监测系统是预防控制流感的关键策略和措施之一#也是每年确

定流感流行株,推荐疫苗组分,及早发现变异株,对流感疫情预

测和预警的基础)据相关研究表明#中国
,![

的流感暴发发

生在中小学校#以学生发病为主*

%

+

)乐山市
!$$,

年发生的流

感暴发疫情以
"$

!

",

岁年龄组发患者数最多#占报告病例总

数的
..'-"[

#这可能是由于小学生自身免疫系统还未健全,

群居和个人良好卫生习惯还未建立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流

感的预防控制工作中#加强中小学内流感的预防和控制是重中

之重)学校及有关部门应及时掌握学生的发病情况#提倡多部

门合作的防控模式#建立有效的防控系统)

从乐山市流感暴发疫情检测结果显示#

!$$,

年
,

!

"!

月

间流感暴发疫情以甲型
a"S"

为主#这也符合全球流感暴发

的趋势*

&

+

)虽然
!$$,

年乐山市流感呈局部暴发#没有引起大

流行#但是流感的流行是由于流感毒株抗原性的变异而引起#

因此加强流感病毒的监测#掌握好病毒监测的采样时机#为制

定流感防治策略提供及时准确的科学依据)

荧光定量
TQ8

是一种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方法#相比采用

病毒分离鉴定的方法#它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检测工作#同时

具体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并且由于采用封闭反应管,无需

凝胶电泳#大大降低了样品间相互污染的可能性*

#7/

+

)采用荧

光定量
TQ8

技术#不仅能对流感病毒进行快速准确的检测#还

能针对不同亚型检测#它对流感暴发的防治和监测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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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临床可直接采用各系统的检测结

果(如果有统计学意义#但比对试验均符合临床要求#临床也可

直接采用各系统的检测结果#但要密切关注质量控制的结果(

如果既有统计学意义#比对试验又不符合临床要求#则临床不

可直接采用各系统的检测结果)本组两检测系统间
ZEa

和

T8+

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

#说明线性关系良好#数据分布

范围可以用于回归统计#并以参考值及对比方法不同浓度标本

的检测均值代入相应的回归方程#计算出该处的系统误差#来

评估试验方法与对比方法的系统误差是否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方可判断不同系统间是否具有可比性,临床是否可接受)由于

Q+29M..

能力验证计划的质量要求未规定
ZEa

,

T8+

的可接

受范围#我们暂以
:U"#[

作为检测系统可接受性能的评价标

准#相对偏差超出此标准者提示不具有可比性)本文没有严格

按
bT,79

文件执行#

bT,79

文件主要是针对临床化学项目#是

否适用于免疫项目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试验结果提示两个检测系统间血清
ZEa

和
T8+

结果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ZEa

临床不能接受#

T8+

也存在临

床不可接受结果)同一实验室不同系统对同一标本进行检测

时#常出现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会给临床诊断和病情监测带来

困难#因此在更新检测系统前应做比对试验(而要实现同城结

果的互认#对于目前众多品牌的化学发光系统#更需要验证不

同医院或实验室之间结果的可比性#否则很可能造成误诊误

治)导致
ZEa

和
T8+

结果不能接受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

在检测过程中#

ZEa

,

T8+

与相应的抗原,抗体,载体,底物,发

光剂等依次结合#混匀,温度,孵育时间以及抗原,抗体,载体,

底物,发光剂等的不同选择等均可造成检测结果的最终差异#

而且每个检测系统定位反应的抗原决定簇位点不完全一致#这

些差别均可导致结果的差异#另外仪器使用时间较长后精密

度,准确度也有所下降#所以在更新系统前有必要对不同的检

测系统进行比对#验证各检测系统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以保证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此试验为探索发展实验室其他性

激素项目在检验结果的互认方面提供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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