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宝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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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患者测定血常规时发现
726

计数与
\M

水平明显不符#

\HI

'

#6\

和
#6\6

均表现异常#经
'5[

水

浴
'*K?1

后重新测定#结果正常#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吴颖涛

等(

+

)在临床操作中也遇到
%

例冷凝集患者#加之科室内空调未

开#出现肉眼可见的凝集现象*郜红琴等(

5

)建议轻度冷凝集标

本可采用热水浴的方法#高度冷凝集标本可采用双重加温法和

血浆置换法*但后两种方法都比较繁琐#本文建议采用稀释水

浴法纠正#即全血标本可以采用微量吸管吸取少许血液按仪器

预稀释模式
'5[

水浴后检测#因为稀释的同时既降低了标本

的凝集效价#又增加了细胞间的距离#降低了细胞表面电荷的

作用#减少了细胞的聚集#降低了冷凝集素的干扰(

ZA=

)

*之前大

量报道冷凝集素的影响都是全血#本研究发现末梢血出现冷凝

现象#提醒检验工作者应予以重视*

总之#无论是全血还是末梢血#若发现
726

计数和
\M

检

测结果不一致#最简单的办法是首先涂片显微镜下检查#观察

726

是否有凝集出现#若有凝集出现或随着时间的延长凝集

现象越来越明显#可在
'5[

水浴箱中放置
%*K?1

后立即测

定#从而排除冷凝集素对血常规检测的干扰#为临床提供快速

准确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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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一起诺如病毒引起多个旅游团暴发感染性腹泻的调查

黄春梅!邓
!

瑶!李冬梅!吴南卫

"海南省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三亚
,5&***

$

!!

!"#

!

%*)'=+=

"

>

)?@@1)%+5'A(%'*)&*%+)*,)*5*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5'A(%'*

"

&*%+

$

*,A*5%=A*&

!!

&*%,

年
5

月
5

日至
&*%,

年
5

月
=

日#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陆续收到
Z

个旅游团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根据病例

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特征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该疫情初步判定

为诺如病毒
/&

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暴发*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流行病学调查

B)B

!

基本情况
!

&*%,

年
5

月
5

日至
&*%,

年
5

月
=

日#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陆续收到
Z

个旅游团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

件#累计发生急性胃肠炎病例共
%*'

例#均以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为主要临床症状#症状较轻#无住院患者#所有患者经抗感

染'对症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无危重和死亡病例*

%*'

例病

例发病时间分布为
5

月
5

日
(*

例#

5

月
Z

日
(+

例#

5

月
=

日
%5

例%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最小
(

岁#最大
Z&

岁*

Z

起事

件患者均为游客#均来自海南省以外的其他不同城市#以家庭

散客组团到三亚旅游为主*

B)C

!

相关因素调查
!

患者
(Z.

内共在
5

家餐厅用餐#其中某

一自助餐厅是
Z

个旅游团共同的就餐点*该餐厅共有
%*Z

人#

服务人员
,=

人#厨房工作人员
(=

人#均经健康体检合格#取得

健康证*该餐厅有餐饮业服务许可证#厨房管理到位#建立了

食物及原料采购台制度#环境卫生一般#刀具'砧板生熟分开#

有餐具消毒设备*该餐厅使用水源为自来水#无蓄水池*该餐

厅职工发病情况!

&*%,

年
5

月
+

日至
&*%,

年
5

月
=

日共有
5

名职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情况#在
&*%,

年
5

月
=

日
&*

时

左右#均已无症状*

C

!

实验室检验

C)B

!

样品采集
!

共采集标本
%%*

份#其中患者标本
,(

份$呕

吐物
%'

份'粪便
,

份'肛拭子
'+

份&#厨房工作人员肛拭子
,

份#食品标本
,%

份$留样菜
(*

份'砧板涂抹拭子
'

份#刀具涂

抹拭子
(

份#箱内壁涂抹拭子
(

份&*每份标本
,

"

%*

P

#采集

的所有标本低温保存运送到室验室检测*

C)C

!

实验检测方法
!

,%

份食品标本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

群#以及致病菌$沙门菌'志贺菌'变形杆菌'霍乱弧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溶血性链球菌'腊样芽胞杆菌'

副溶血性弧菌&检测#患者呕吐物
%'

份'粪便
,

份'肛拭子
(%

份共
,=

份标本进行诺如病毒核酸检测#方法为实时荧光定量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7BA$67

&*

C)D

!

检测结果
!

,%

份食物标本未检测出致病菌#

,=

份标本诺

如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

份呕吐物标本检出
%*

份阳性#

,

份粪

便标本检出
(

份阳性#

(%

份肛拭子标本检出
&Z

份阳性$其中
'

名厨房工作人员的肛拭子阳性&#总阳性率为
5%)%=V

$

(&

"

,=

&*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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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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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讨
!!

论

诺如病毒属于人类杯状病毒#是世界范围内引起人类非细

菌性急性胃肠炎的一种病毒(

%A&

)

#该病毒具有高度感染性#传播

途径广泛#人群普遍易感#容易在餐馆'学校'社区'医院'托儿

所'养老院等聚集性场所引起集体暴发(

'A(

)

*

在我国#诺如病毒暴发平均每起发病
Z=

例#暴发规模及危

害性较大(

,

)

*此次发生多个旅行团在同一就餐地点引发感染

性腹泻事件为本市首次发现的诺如病毒感染暴发事件*根据

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综合判断此次疫

情为一起由食物污染引起的诺如病毒感染暴发事件*可能是

游客就餐时通过被污染的食物引发感染*调查发现
'

份肛拭

子阳性的厨房工作人员中#其中
%

名为厨师#两名为配菜人员#

而肛拭子阳性的厨师在
5

月
%

日开始就有恶心'腹泄等症状#

但自已未引起注意#继续在厨房工作*据调查#该厨师卫生习

惯较差#常有不带口罩#徒手添加调料#嘴边尝菜等不良习惯*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本起疫情暴发的原因可能是游客食用的食

物受到带病毒厨师的污染所致*

诺如病毒感染一般好发于冬春季#属于自限性疾病#症状

较轻#但其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可导致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诺如病毒感染患者'隐性感染者及健康携带者均

可为传染源*研究表明#该病毒可通过食物'饮水'生活接触'

空气等途径传播(

+A5

)

*通过此次事件暴露出食品从业人员管理

存在的漏洞#建议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应加强对餐饮业的监管#

同时加强疾病监测工作#做好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教育#加强

对肠道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食品从业人员对肠道

传染病的防病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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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球蛋白与降钙素检测改善甲状腺癌患者诊疗

随着临床研究进展#甲状腺球蛋白$

B

P

&和降钙素$

63EH?IC1?1

&等血清肿瘤标志物在分化型甲状腺癌$

8B6

&'甲状腺髓样

癌$

#B6

&等鉴别诊断'治疗监测'术后评估及随访中的重要价值已被逐渐认可*日前#在北京举办的肿瘤标志物大师班交流

会上#西班牙巴塞罗那临床医院生化实验室癌症研究中心主任
73J30E#CE?13

教授分别就
B

P

和
63EH?IC1?1

在
8B6

与
#B6

患者诊疗中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分享交流*

B

P

是
8B6

最关键的血清学指标*

8B6

治疗可采取全"近全甲状腺切除术#并在术后选择性进行放射性%'%

U

治疗和促

甲状腺激素$

BS\

&抑制治疗*目前#大多数实验室采用的都是比较先进的免疫分析法检测
B

P

#其中#相较于放射免疫分析

$

7U"

&#酶免疫分析检测$

YU"

&具有更短的孵化周期'更大的血清水平动态变化范围以及更稳定的试剂#因此使用频率更高*

#CE?13

教授表示!,临床上#

B

P

检测应参照
67#A(,5

国际标准#但不同方法检测血清
B

P

浓度时仍有较大差别*实验室

在改变
B

P

检测方法前必须通知临床医师#以便对
8B6

患者重新设立基线*同时利用超敏感方法提高检测的功能敏感性#

达到尽可能低的浓度表达#理想标准为小于
*)&1

P

"

K!

*-罗氏诊断新一代
YE0H@

O

@

9

B

P

UU

检测改进了阴性预测值#灵敏度达

到
*)*(1

P

"

K!

#能够尽量减少
BS\

刺激后的
B

P

检测#极大减轻患者负担*

当前外科手术是
#B6

的主要治疗手段#但
#B6

通常无典型症状#术前评估肿瘤侵犯的程度对选择手术时机非常重

要*

&*%,

年美国甲状腺协会$

"B"

&指南推荐血清
63EH?IC1?1

及癌胚抗原$

6Y"

&的联合检测#其对
#B6

早期诊断'治疗监

测'判断手术效果和观察肿瘤复发等具有重要意义*

对甲状腺结节患者进行血清
63EH?IC1?1

筛查有利于早期诊断
#B6

*

63EH?IC1?1

同时可作为术后病灶残留或复发的预测

因子#在全部甲状腺切除后#

63EH?IC1?1

水平持续升高则说明有残余肿瘤组织形成#术后
63EH?IC1?1

激发试验亦可帮助评估肿

瘤切除的彻底性*

罗氏诊断
YE0H@

O

@

9

63EH?IC1?1

检测已于
&*%(

年正式在中国上市#凭借良好的灵敏性可在体内低浓度
63EH?IC1?1

时仍提

供检测结果#使检测和随访数据更加可靠*其检测试剂通用于
HCM3@

平台#具有优良的批间稳定性#更加有利于
#B6

患者

的长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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