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首次基因测序实验圆满成功

关注热点，设立哨点，建立预警分析机制

2023年秋冬季，呼吸道疾
病进入高发期，支原体、流感、
呼吸道合胞病毒轮番登上“热
搜”。

市疾控中心迅速反应，主
动作为，密切关注我市呼吸道
疾病流行趋势、病原体构成变
化等情况。2023年 10月下旬，

市卫健委召开市直医疗机构、
各级疾控机构共同参加的呼
吸道疾病防控工作交流座谈
会后，市疾控中心积极协调市
级和县级医院设置监测哨点，
依托致病菌识别网开展呼吸
道多病原筛查工作，筛查项目
包含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体
等数十种病原体，及时获得我
市呼吸道疾病病原的构成及
年龄分布。目前，市疾控中心
已开展 18 种病原核酸的筛查
工作，为我市急性呼吸道病原
筛查预警机制建立了坚实基
础。

盯住难点，形成合力，打造监测平台

多病原检测的顺利开展得
益于疾控系统和临床医疗机构
的密切配合，双方合力打破“一
病一监”的“直筒状”监测模式，
采用“一样多检”的方式扩展疾
病病原的筛查广度，动态掌握
我市呼吸道病原谱特征及实时

变化规律。通过多病原筛查数
据分析，得出了各类病原在我
市不同年龄人群中流行情况，
初步构绘出平顶山地区呼吸道
疾病病原谱，为我市优化调整
相关疾病防控政策提供科学依
据；同时，为临床诊断提供指

引，也为临床医生鉴别诊断疾
病、精准识别混合感染风险、开
展有效治疗提供帮助。下一步
工作中，市疾控中心将根据各
病原流行特点，扩大多病原筛
查覆盖范围，逐步将检测扩展
到54种病原体。

占领制高点，利用先进技术，填补区域空白

呼吸道多病原筛查工作是
市疾控中心创新落实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机制的一项举措。
目前，市疾控中心流感病毒网
络、新冠病毒网络、致病菌识别
网等监测工作样本均来自医疗
机构，且都平稳运行。医院门急
诊根据典型症状、初步检测等确
定相应病原感染，将样本送至市

疾控中心进行病原筛查、亚型鉴
定、分离培养、耐药性分析、基因
序列测定等检测。其中，基因序
列测定技术已应用于新冠变异
株监测、流感变异监测、致病菌
识别网，及时识别菌毒株变异位
点；流感等病毒分离培养可以鉴
别毒株毒力，一旦发现传播力及
毒力显著增强的菌毒株，可以第

一时间预警。市疾控中心后期
将逐步开发16S测序、外显子测
序、甲基化测序能力，将基因测
序技术应用至真菌、细菌、病毒
所有微生物鉴别以及动植物和
人类基因筛查，探索利用基因分
析等分子生物学手段，为患者提
供感染、肿瘤、妇幼等方面相关
检测服务。

寻找突破点，不断扩大范围，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市疾控中心将逐步开展肠
道疾病综合监测、急性呼吸道
感染综合监测、发热伴出血和
神经系统症候群监测，创新构
建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实现

“多病一监”和“一样多检”的
监测布局，全面掌握各种症候
群疾病病原谱构成，同时运用
序列测定和PFGE等分子分析
手段构建分子信息库，运用贴
近临床的耐药性检测方法构
建细菌耐药库。利用上述数
据开展临床辅助诊断和辅助
治疗，将不同病原体在临床特
征和流行病学特征的差异及

时反馈给医疗机构用于鉴别
诊断，耐药库信息则为临床用
药提供有益参考。市疾控中
心计划开展 tNGS（多重靶向
测序）及宏基因组测序。以第
二代测序技术为依托，tNGS技
术可以精准识别592种病原体
特异基因以及 122 种毒力/耐
药基因，而宏基因组可以无偏
性地检测细菌、真菌、病毒、寄
生虫等 17500 种病原体，指导
临床靶向使用抗生素，协助感
染的精准诊疗。

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疾
控中心党委书记李爱军表示，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
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
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
革完善疾控体系的决策部署，推
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健
康中国”战略目标实现，我市疾
控系统将遵循“预防为先、医防
融合”的建设目标，高质量推进
多病原谱综合分析实验室建
设，携手临床医疗机构，共同为
市民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
里”，赋能“精准医疗”，全力推
进平顶山市健康卫生事业高
质量发展！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质量推进多病原谱综合分析实验室建设

市疾控中心购置的基因测序仪

检验人员正在观
察被流感病毒感染的
细胞生长状态

检验人员正在进行新冠测序工作

2024.1.1
星期一

T21

编
辑

南
朋
英

校
对

海
飞

庆
祝
平
顶
山
晚
报
创
刊
三
十
周
年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通讯员 郭晏强 张子赫 文／图

近年来，平顶山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传染病监测项目
开展为依托，逐步积累人才、技
术、设备三方面优势，致力于开
辟多病原谱检测检验新发展路
径，探索利用基因测序等分子
生物学检测技术开展病原学检
测和分析，解决群众就医需
求。现已逐步构建起多病原综
合分析网络，实现了疾病临床
特征信息、流行病信息、病原检
测信息、诊疗信息等资源融合
和协同利用，形成了涵盖医疗、
疾控等部门的多病原监测预警
机制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