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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编写格式遵循了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SZTT/SZGIA 1《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环境微生物检测》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基本规程

——第2部分：人粪便微生物宏基因组检测方法

——第3部分：人粪便微生物16S rRNA基因检测法

——第4部分：临床样本病原微生物检测

本部分为SZTT/SZGIA 1的第4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基因产学研资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蓝色彩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龙岗区妇幼保健院、深圳南山区妇幼保健院、深圳市谱元

基因研究院、深圳弘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大精准营养（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微健康基因

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翁星、李永军、李陶莎、李倩一、杜佳婷、程奇、李岱怡、谢强、刘靓、刘文

兰、魏凤香、张静、覃俊杰、胡鹏、朱立、刘晓璐、戴文魁。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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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环境微生物检测

第 4部分：临床样本病原微生物检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临床样本病原微生物检测的方法，包括样本的采集、保存，

实验室工作条件，样本处理程序、质量控制及关键分析步骤。

本部分适用于利用靶向测序或宏基因组学方法进行临床感染样品中病原微生物检测的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489-2008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SZTT/SZGIA 1.1-2016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环境微生物检测 第1部分：基本规程

SZTT/SZGIA 1.2-2016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环境微生物检测 第2部分：人粪便微生物宏基因组检测方

法

ISO15189-2011 医学实验室标本采集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宏基因组学（Metagenomics）

又称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元基因组学。以直接从环境样品中提取全部微生物的DNA为研究对象,
揭示环境样品所包含的全部微生物的遗传组成及其群落功能。

3.2

靶向测序（target sequencing）

预先知道目标核酸序列，对其进行预先扩增后再进行高通量测序。

3.3

错误率（error rate）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特征，其输出的结果可能存在错误。错误率即表示测序结果中某一碱基可能被测

错的概率。

3.4

检测限（detection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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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定义为在给定的可靠程度内，可从样品中检测到目标物质（物种或序列）的最小测序数据

量。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合于本文件。

DNA——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5 检测工作程序

5.1 原理

基于高通量测序平台产品的序列数据，通过微生物专用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经过智能化算法获得

疑似致病微生物的种属信息，并提供相应的耐药性和毒力标志物信息。

5.2 检测对象

存在于临床疑似感染样本中的微生物。

5.3 适用的临床症候

——疑难危重感染

——发热待查超过两周或反复发热

——血流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胸腔及腹腔感染

5.4 样品采集

5.4.1 样本类型

血浆、痰液、肺泡灌洗液、脑脊液以及其他无菌体液。

5.4.2 样本采集标准

——样品采集应经过伦理审查和生物安全评价审查。

——操作应遵循GB 19489-2008 第十二章 微生物标本的采集及运送

表1 样本采集要求

样本类型 体积 采集管

静脉血 1.5 mL以上 Streck管

脑脊液 1 mL以上 无菌螺口管

肺泡灌洗液

3 mL以上
无菌、干燥洁净冻存

管
痰液（晨痰、深部痰）

其他无菌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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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样品保存

-20℃保存不超过1周；-80℃长期保存；禁止反复冻融；禁止室温存放超过半小时。

5.4.4 样品运输

干冰条件下运输。

5.4.5 样本验收标准

可接受的样本条件：

样本温度：到样时干冰需有残留；

样品外观：样品保存管必须完好，无裂管、开盖等样本外溢的情况；

样品体积：样本体积需符合上述要求；

样品质量：样品无凝固、污染，严重溶血现象；

样品信息：要求样品有对应的填写完整的检测申请单、检测知情同意书等。样品信息必须包括：受

检者姓名、年龄、性别、送检医院、检测内容等。

拒绝接受的样本条件（需重新送样）：

样本温度： 到样时干冰已完全挥发；

样品外观：样品保存管出现裂管、开盖等样本外溢的情况；

样品体积：样本体积低于上述要求；

样品质量：样品出现凝固、污染，严重溶血现象；

样品信息：受检者姓名、年龄、性别、送检医院、检测内容等信息不全。

5.5 实验室工作程序

5.5.1 实验室条件及所需仪器设备

检测流程包括样本制备、文库构建及扩增产物纯化三个步骤，实验建设中按照需求需配备相应的独

立实验室。本实验室的建设或改造是在标准PCR扩增实验室的基础上进行，每一区域的具体操作及要求

都应符合GB 19489-2008以及 SZTT/SZGIA 1.1-2016 5.5.1。
所需仪器设备包括：冷冻离心机，核酸荧光定量设备，PCR仪，高通量DNA测序仪，分析电脑等。

5.5.2 测序样本处理

依据SZTT/SZGIA 1.1-2016 5.5.3 ，不同临床样本使用相应的有效提取方法，依据SZTT/SZGIA
1.2-2016 5.4.3，样品DNA质量应不少于10 ng，打断片段在220-280 bp。若是靶向测序，则需在建库前扩

增目的基因序列。

5.5.3 高通量基因测序文库制备与上机测序

步骤参考SZTT/SZGIA 1.1-2016 附录A.3 高通量基因测序文库制备，注意在加标签序列时，需要和

样本一一对应。每一例样本对应一个标签序列号，同一批样本不得使用相同标签序列号，切记加重，加

反。文库构建后定量不少于160 ng。

5.5.4 数据分析

分析过程参见SZTT/SZGIA 1.1-2016。
数据量达到不低于5 M（M：兆数），人源比例为不高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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