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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为何10人一组？结果咋出炉的？专家答疑解惑

“10合1混采”只为“跑赢”疫情扩散

“战”疫进行时，全民共参
与。郑州正在全力抗击本轮
疫情。随着全员核酸检测的
疾速推进，封控区也在逐步变
动。随后，郑州市将启动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为何 10 人一
组？检测结果是如何出炉
的？如何做好居家防护？中
医药配备是否充足？针对此
轮“战”疫中大家关心的焦点
问题，记者请专家一一为您答
疑解惑。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文
马健/图

在全员检测中，大家留意到，每
10人一组，发一个采样管，10人咽
拭子全部封存在这个样本中。虽然
队伍排得很长，但是进度很快。这
种模式就叫作混检。

核酸检测为啥要 10人一组？
郑州人民医院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宋银森解释，核酸检测是新
冠病毒感染确诊的标准，也是精
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手
段。目前实验室采用的是新冠
病毒核酸“10 合 1 混采检测”技
术。也就是说，将 10个人的样本
放在 1个采样管中，一起检测。如
果该采样管中检测出来的结果是

阴性，那么也就代表这 10个人都
是安全的。但如果检测出来的结
果是阳性，会立即对该混采管的
10个受检者暂时单独隔离，并重
新采集单管拭子进行复核，再确
定这 10 个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是
阳性。

在全员核酸检测中，为何要采
用混检模式呢？

宋银森说，采用“10合1混采检
测”模式，就是为了确保在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时，能够短时间内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最大限度地降
低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及本地扩散
风险。

■认识“德尔塔”病毒
经实验室分析确认，本轮郑州疫

情的“祸首”是“德尔塔”毒株。
它的“毒”超出想象，病毒载量为

原始毒株的1260倍！“德尔塔”病毒的
自我复制速度非常迅猛，载量高，呼出
来的气体毒性大，传染性更快更强。

以至于密接者的概念也变了，
“德尔塔”病毒的密切接触者定义是
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
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4天，跟这些
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

“德尔塔”病毒早期症状，可能仅
仅表现为乏力，嗅觉障碍，轻度的肌肉
酸痛。1/3到1/2的病人可能没症状，
也就是说它的症状非常不典型。这也
是无症状感染者在多地出现的原因。

什么是无症状感染者？就是没
有发热、咳嗽、乏力等临床症状，但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却呈阳性。这些人
体内携带有新冠病毒，通常表现为3
到7天内没有症状，属于患病的前驱
期或潜伏期，但已经感染，3到7天后
可能会出现发烧、咳嗽、乏力等症状。

症状比较轻的感染者，通常会觉
得疲劳、很累、想睡觉、肌肉酸痛，鼻子
咽喉也不太舒服，做核酸检测呈阳性。

■如何做好居家防护？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生徐进表示，与此前疫情不同，本
轮疫情毒株为“德尔塔”。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
1.非必要不远行，少出门。如果

外出，正确戴口罩，洗手时按照“七步
洗手法”，反复搓洗到位，整个洗手过
程至少超过20秒。

2.不扎堆少聚集，注意保持安全
距离。尽量与他人保持1至2米，甚
至2米外的距离，能大大降低被传染

病毒的概率。
3.正确使用消毒液消毒。家具物

品表面可以用稀释后的84消毒液或
75%的酒精擦拭消毒。84消毒液应该
严格按照说明稀释，并注意通风，千万
不可与洁厕灵混用，防止中毒。

4.慢性病复诊患者，尽量不要前往
医院，多家医院已开展线上问诊服务。

■中医药配备充足
全部按要求应用于临床和预防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办公室明确要求：

1.各级医疗机构要全单位配发
预防性中药，确保医务人员能够及时
使用，提升医务人员机体免疫力和抗
病力。

2.各集中隔离点要统一提供中
药茶饮、中药汤剂等预防性中药，分
发给隔离人员，确保隔离点有中药
用，能用尽用。

3.二七区封闭区内，要落实新冠
肺炎中医药预防要求，关口前移，把
中医药预防工作纳入防控重点，确保
中医药及早介入，组织配发预防性中
药给辖区内居民。

据郑州市中医院反馈，7 月 31
日，该院接到通知后，当天加班加点，
按照既定处方熬制新冠防疫中药汤
剂 3000 余袋，配制中药配方颗粒
1400 剂，确保这些中药剂第一时间
送往郑州市岐伯山医院和隔离点。

郑州市中医院药学部总药师刘
永新介绍，医院目前药品十分充足，
煎药中心共有60余台煎药机，在保
质保量的前提下，精准调配，严格把
控制作流程，不仅要保证正常门诊
病人和住院病人用药，更要“加足马
力”确保新冠确诊病人、密接者以及
居家隔离者等的用药。

“我的核酸检测咋还不出来
啊？”“你查到结果没有？我这儿还
是没信息啊。”这几天，记者在各个
微信群里看到很多人在焦虑询问核
酸检测结果。

一般人眼中的核酸检测流程只
需取标本、上仪器检测、出结果，三
步即可完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检测报告是怎么出炉的？记者实地
探访了一下。

咽拭子标本采集，是核酸检测
流程的第一步。医务人员留样，将
拭子头浸入细胞保存液中，折断尾
部后立即旋紧管盖，并将样本管放
入密封袋中保存。

标本在严密包装下被及时送进
实验室进行核酸提取。工作人员逐
一拆开包装，将每一份标本的信息
人工录入系统，录入信息时一个标
本需要经手四到五遍，一个信息整
个录入过程需要一到二分钟。这个
“上户口”的过程，是为了更好地对

接大家的健康码。
样本保存后，专业技术人员将

标本里面核酸提取出来，一个标本
提取过程需要 30到 45分钟，再进
行扩增。多少份标本就需要配制
多少份试剂、多少份EP试管，需要
全手工进行分装。提取好的核酸
需要加入试剂系统进行荧光 PCR
扩增反应。

通过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
检测病毒载量，最终获得实验样本
的检测结果。

最后上机检测过程就需要1至
2个小时，仪器一旦启动扩增程序
是不能停下来中途添加新的标本
的，必须要等这一批的结果扩增完
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批标本的扩
增。这也是为什么核酸检测不能做
到随到随测的原因之一。

实验结束后，要进行实验室废物
生物安全无害化处理。最后工作人
员将结果上传，市民就可以查询了。

速度快，全员核酸检测采取混检模式

不用催，核酸检测要经过多个步骤才能出结果

8月4日上午，二七区京广路街道惠城社区，第二轮核酸检测有序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