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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细胞病毒实质是一种有包膜的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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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人类先天性病毒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在人群

中的感染率极高#是器官移植.艾滋病患者等免疫力低下人群

常见的感染和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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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快速.敏感的特点#是常用的人巨细胞病毒

检测方法)但我国仍存在很多不具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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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能力的

实验室#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只能将受试者的血液标本

送至其他病毒学实验室进行检测)因此#如何优化血液标本的

采集.处理和保存#以保证人巨细胞病毒载量的检测结果就显

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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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血

浆标本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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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中的人巨细胞病毒载量无明显变化#与

本文结果相似#但其所用的标本中有一半为阴性血浆稀释后的

标本#而且基线人巨细胞病毒载量并非真正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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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结果#

而是放置几天后的结果)本研究不仅选取标本有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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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人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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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假阳性会因血液标本的延时处理而增高)因此#

本次研究过程中每次测试前都对标本进行离心处理#以此来确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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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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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研究核酸稳定性的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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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的变化#发现病毒载量

的改变对临床判断的影响极小)但是用于治疗的生物制品中

的人巨细胞病毒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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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其载量是否有明显变化#仍需

大样本的实验进一步研究#评估更长标本保存时间的人巨细胞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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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由本研究结果可见#对于进行人巨细胞

病毒载量检测的血浆标本#如果不能当天完成检测#则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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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检测%对于需要复检的临床结果#可以在排除不可

预测的血浆因素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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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复检测%各实验室应针对自身

条件优化对临床标本的保存条件)

综上所述#血浆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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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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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人巨

细胞病毒载量的检测结果)

参考文献

*

!

+ 余鹃春#王左#项贵明#等
#

实时荧光定量
FZO

方法对
+

种不同标本中巨细胞病毒检出率的比较*

K

+

#

医学研究杂

志#

"%!"

#

'!

$

"

&!

!+'.!+&#

*

"

+ 殷宇明#吴彤#纪树荃#等
#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巨

细胞病毒肠炎
"'

例分析*

K

+

#

中国血液学杂志#

"%!!

#

'+

$

)

&!

(!&.("%#

*

+

+

V

P

@<

;

D:<F#ZSU

!

:E:55905:

;

:9<=641@a1D9:

4 *

K

+

#

]4008

#

"%!+

#

!""

$

$

&!

!!%!.!!%"#

*

'

+ 龚芳#潘宇红#吕国忠#等
#

烧伤患者巨细胞病毒复发感染

及其对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

K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

*

(

+ 惠起源#魏晓萍#冯义朝#等
#

巨细胞病毒
M[-

动态监测

在预防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性肺炎中的应用价值*

K

+

#

临床消化病杂志#

"%!!

#

"+

$

!

&!

!*.""#

*

&

+ 王彦华#吴学东#冯晓勤#等
#

巨细胞病毒感染对重型
)

地

中海贫血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
/

细胞亚群

的影响*

K

+

#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

*

$

+ 董妞妞#苏犁云#叶丽#等
#

荧光定量
FZO

检测新生儿干

血斑中巨细胞病毒
M[-

方法的建立及评价*

K

+

#

中华检

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郭荣#杜欣#翁建宇#等
#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巨细胞

病毒相关嗜血细胞综合征
!

例并文献复习*

K

+

#

实用医学

杂志#

"%!%

#

"&

$

!&

&!

"*&)."*$%#

*

*

+ 刘川#邹叶青#石庆芝
#

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人巨细胞病毒

检测!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的早期诊断价值*

K

+

#

中国

组织工程研究#

"%!'

#

!)

$

")

&!

'(&+.'(&$#

*

!%

+谢丽#易珍#王建#等
#

存储时间对血浆中巨细胞病毒

M[-

稳定性的影响*

K

+

#

实用医学杂志#

"%!'

#

+%

$

$

&!

!!(!.!!(+#

*

!!

+

-B8@4.-49M

#

5̂:A6ZY

#

W<

;

15=044K

#

16:4#Z

C

60D1

;

:40?95.

@=M[-=6:B9496

C

9<\M/-:<69.>0:

;

@4:618E7041B4008

:<8

3

4:=D:=:D

3

41=

*

K

+

#KZ49<U9504

#

"%!!

#

("

$

+

&!

""".

""'#

*

!"

+

Y>7:A15F

#

/1<=>7156R

#

Y>750615S

#

16:4#G:4=1.

3

0=969?1

51=@46=0A

3

4:=D:FZOA05>

C

60D1

;

:40?95@=M[-8@160

814:

C

18=:D

3

41

3

51

3

:5:690<

*

K

+

#KZ49<S9>50B904

#

"%%%

#

+)

$

*

&!

+"'*.+"(+#

*

!+

+

]:415904:Z

#

K07:4H

#

K:>a:]

#

16:4#Y6:B9496

C

0A71

3

:6969=

Z?95@=

#

HWU

#

:<871

3

:6969=]?95@=<@>419>:>98=9<

3

4:=D:

=:D

3

41=:A61540<

;

.615D=605:

;

1:6e"%_ :<8e$% _

*

K

+

#KZ49<S9>50B904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