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时机对轮状病毒测定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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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婴幼儿秋冬季节性腹泻的主要原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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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对病因的确

定有直接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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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率$方法
!

发病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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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取大便用金标法检测!同时抽

取静脉血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

./01-

#法检测!

:C

后再取标本分别用金标法检测大便和
./01-

法检测血清中病

毒阳性率$结果
!

:C

后的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前者$结论
!

发病后
:C

的标本检测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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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婴幼儿秋冬季节性腹泻的主要原因#轮状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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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小肠黏膜后#使小肠绒毛细胞脱落,细胞结构破

坏#肠道内水电解质转运失调#葡萄糖吸收功能障碍#引起渗透

性的腹泻#肠绒毛大量的破坏#肠蠕动加快#又加重腹泻+因

此#严重威胁婴幼儿生命健康+实验室诊断是确诊本病的重要

手段+作者通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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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时机#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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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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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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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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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法试剂由北京万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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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上海研吉生物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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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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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发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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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取大便检测#同时抽静脉血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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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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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检测阴性#而有高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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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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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

取标本检测+大便用金标法检测#血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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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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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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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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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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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检出阳性率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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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

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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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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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血清中
4*6-

=

的阳性率

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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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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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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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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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检测阳性率明显

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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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检测阳性率#而与检测方法没有明显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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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两组检出率如此差别的原因#可能与个体差异及病毒

在体内潜伏期以及繁殖速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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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腹泻患者#

怀疑是
4*6-

=

感染#前两天未能检出阳性#可以在下一次再留

标本送检#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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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4*

是通过粪便口腔途径传

播#家长#尤其是幼儿园应加强对小孩的健康教育#勤洗手#以

切断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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