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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P<NOO

!

!h"<O"%

'+不同年龄组之间病原体型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h%Z<"$X

!

!h"<$XM

'"

.̀ )O

#

.̀ )$"

以
$

%

!

岁年龄

组为主!分别占各病原体型别总数的
NP<NNc

&

O

(

$$

'和

%"<MMc

&

!!

(

Z$

'!同时发现
1̀ Z$b.̀ )$O

及
.̀ )Ob.̀ $"

的混合感染各
$

例!见表
P

"

NZ%

重庆医学
!"$X

年
$

月第
PZ

卷第
%

期



表
P

!!

不同年龄的病原学检测结果&

+

(

年龄组&岁'

+ 1̀ 1̀ Z$ .̀ )$O .̀ )O .̀ )$"

其他
1̀ 1̀ Z$b.̀ )$O .̀ )Ob.̀ $"

%

"

%

$ OX %$ ! ! " X $M " "

%

$

%

! $NM $"% M !" O !! PM " $

%

!

%

% $$X Z% $$ $! $ $P %! $ "

%

%

%

P MM O$ $% $N ! $$ !" " "

%

P

%

N Z% PM P X " M !Z " "

%

N

%

O %$ $M ! N $ $ $" " "

%

O NM !N % Z $ O Z " "

合计
O"Z %O$ PP OM $$ Z$ $OP $ $

@<B

!

测序验证
!

为确认
.̀ )O

和
.̀ )$"

检测结果!从上面

阳性的样本随机抽取
N

例!使用自行设计的
.̀ )O

和
.̀ )$"

特异性引物对标本进行验证!证实
+4#(.+

的测序结果与特

异性引物检测结果一致"

A

!

讨
!!

论

!!

除了
1̀ Z$

和
.̀ )$O

之外!非
1̀ Z$

非
.̀ )$O

的
1̀

不

断引起
0[-T

的暴发流行逐渐引起人们关注!近年来

.̀ )$"

#

.̀ )O

和
.̀ )%

等多种也逐渐演变成为
0[-T

的常

见病原体$

$#$"

%

"我国在
0[-T

监测中发现
0[-T

的病原体

主要是
1̀ Z$

和
.̀ )$O

!因此目前市场提供的
0[-T

病原检

测商品试剂盒主要是针对
1̀ Z$

和
.̀ )$O

鉴定!在常规的病

原学核酸检测除用
1̀

通用引物进行检测外!只进行
1̀ Z$

和

.̀ )$O

的分型检测"用实时荧光定量
(.+

检测方法!具有更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操作简便快捷!是一种快速可靠又经济

有效的核酸扩增分子检测方法!易推广"

本研究运用实时荧光
(.+

技术!采用
.̀ )O

#

.̀ )$"

高

度特异的引物和荧光标记探针建立检测
.̀ )O

#

.̀ )$"

的方

法!同时用测序的方法对其阳性的样本进行验证结果相符!采

用获得国家注册批准的商品试剂盒检测
1̀ Z$

#

.̀ )$O

"对贵

阳地区
!"$N

年
NdO

月
O"Z

例临床
0[-T

病例进行核酸检

测!发现病原体为其他
1̀

为主的检出率为
NM<PZc

!其次

.̀ )$"

占
$$<Z"c

!

.̀ )$O

占
$$<%Zc

+

1̀ Z$

占
Z<!Nc

!

.̀ )O

占
$<X$c

!同时检出
1̀ Z$b.̀ )$O

及
.̀ )Ob.̀ )$"

各
$

例"其检测数据与贵阳地区
!"$"

年报道$

$$

%

#

!"$$

年报

道$

$!

%及
!"$%

年报道$

Z

%相比变化不大"本次检测中以
.̀ )$"

为主!可能与每年的交叉流行有关"通过近年来对本地区
1̀

病原监测!说明本地区的
0[-T

病原体主要是非
1̀ Z$

#非

.̀ )$O

型的其他型
1̀

感染!对这些未分型
1̀

进一步分型

鉴定!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本地区
0[-T

的病原谱!同时有助于

分析是否存在非
1̀ Z$

#非
.̀ )$O

的其他优势病毒型别!为

0[-T

防控工作提供明确的病原学依据"

在本研究中
.̀ )O

与
.̀ )$"

在男女性别构成分布上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N

'!在年龄构成主要分布上
.̀ )$"

在
%

岁以下而
.̀ )O

更集中在
!

岁以下!有报道表明!

.̀ )O

型病毒感染多见于
$

%

!

岁患儿!相比
1̀ Z$

和
.̀ )$O

感染患

儿平均年龄要小!这意味着该病毒的感染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并

发症$

$%

%

!提示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应重视
.̀ )O

病毒引起的

0[-T

"本研究及以往研究均提示贵阳地区
0[-T

中存在

1̀ Z$

#

.̀ )$O

共感染及
.̀ )O

#

.̀ )$"

型
1̀

共 感 染 现

象$

$P

%

!有报道显示
1̀ Z$

和
.̀ )$O

混合感染更易导致中枢神

经系统并发症!加重危害$

$N

%

!因此应加强共感染在
0[-T

流

行中作用的监测研究"

.̀ )O

和
.̀ )$"

是单股正链
+')

病毒属于人类肠道病

毒&

01̀

'!

01̀

按血清型分为脊髓灰质类病毒&

E

@;K@UKFH?

!

(̀ $

%

%

型'#

.̀ )

型&

.̀ )$

%

!!

和
!P

型'#

.̀ 6

型&

.̀ 6$

%

O

型'#埃可病毒&

1.0,$

%

Z

#

M

#

$$

%

!Z

#

!M

%

%%

型'及新型
1̀

"

在
01̀ #)

所引起的疾病中!以
0[-T

最为常见"近年来国

内外报道
.̀ )O

#

.̀ )$"

及其他
1̀

流行的文献不断增多!

.̀ )O

引起的
0[-T

约有
NOc

的病例会形成大于
$>L

的大

疱疹#有硬痂!导致脱甲症的发生!进而发生重症
0[-T

"

临床医生对
.̀ )$O

#

1̀ Z$

引起的轻症及重症
0[-T

了

解较多!能够及时#准确诊断!但对于
.̀ )O

#

.̀ )$"

等引起的

0[-T

临床表现认识不足!所以应加强
0[-T

病原学监测!

及时掌握流行型别!并对医务人员及家长进行宣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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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者身心疲惫!承受着比较重的负担$因此医务人员在对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促进其神经功能的恢复外!还应对照顾者给予

相应的护理技能指导或培训!以更好地适应照顾患者!减轻其

负担'

)/

(

$

综上所述!

,#3

以上的照顾者在护理家庭肠内营养工作中

有中重度的压力!重度压力照顾者高达
)-"/3

)低水平的家庭

经济收入%照顾时间%喂养方式%照顾者伴有负性情绪"焦虑或

抑郁#及患者的
%&'((

评分是家庭肠内营养照顾者重度压力

形成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故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照顾者在

院的负担状况!也同样要关注患者出院后照顾者的心理状况!

从而改善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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