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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外来病毒跨境传播风险增

加，建立快速、准确的检测方法对于防控疫情具

有重要意义。

应对外来病毒威胁

传统病毒检测方法通常基于病毒培养、PCR等技

术，存在操作繁琐、耗时长等缺点，难以满足快

速检测的需求。

弥补传统检测方法的不足

高通量液相芯片检测技术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等优点，适用于大规模样本的快速筛查

和诊断。

推动高通量检测技术的发展

目的和背景



外来病毒种类繁多，包括流感病
毒、登革热病毒、埃博拉病毒等，
不同病毒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

和传播途径。

种类多样
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异，
导致病毒的抗原性、致病性等发生
变化，给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变异能力强

外来病毒的爆发往往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对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社会影响广泛

外来病毒概述



技术原理

高通量液相芯片检测技术基于微球阵列技术，将特异性抗体或抗原固定在微球表面，利用

微球与待测样本中的病毒抗原或抗体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荧光信号检测实现病毒的高通

量快速检测。

技术优势

该技术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操作简便等优点，可实现对多种病毒的同时检

测，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应用前景

高通量液相芯片检测技术在病毒检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用于临床诊断、疫情监

测、病原学研究等方面。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将不

断拓展。

高通量液相芯片检测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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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一具有高度的变异性，能够快速

适应宿主环境并产生新的变种。其外

壳蛋白结构复杂，能够抵抗多种物理

和化学因素的破坏。

病毒一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也可通过

接触污染物体表面传播。在人群密集、

空气流通差的场所，病毒传播的风险

显著增加。

病毒一：特性与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

特性



病毒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大规模疫情。

该病毒对宿主细胞的破坏力极大，可导致严重的组织病变和

器官损伤。

特性

病毒二主要通过食物和水源传播，也可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

液传播。在卫生条件差、水源污染严重的地区，病毒传播的

风险较高。

传播途径

病毒二：特性与传播途径



特性
病毒三具有较长的潜伏期，感染者在潜伏期内无明显症状，但具有传染性。该

病毒可引起慢性感染，对宿主免疫系统造成持续损害。

传播途径
病毒三主要通过性接触和母婴传播，也可通过血液制品和注射器等医疗器具传

播。在不安全性行为、静脉注射毒品等高风险行为中，病毒传播的风险增加。

病毒三：特性与传播途径



病毒四：特性与传播途径

特性

病毒四具有较高的致死率，感染后病

情进展迅速，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和死亡。该病毒对宿主年龄、性别等

因素的易感性存在差异。

传播途径

病毒四主要通过动物咬伤或接触感染

动物的体液传播。在野生动物栖息地

附近居住或从事相关职业的人群中，

病毒传播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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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液相芯片检测技术结合了微流控技术、荧光检测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实现对多个病毒样本的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并行检测。

原理介绍

从样本收集、核酸提取、芯片杂交、信号检测到数据分析，构建完整的检测流程，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流程设计

方法原理及流程设计



针对目标病毒设计特异性
探针，并优化探针序列以
提高杂交效率和特异性。

芯片设计 芯片制备 优化策略

采用微阵列技术在玻片或
硅片等基质上合成探针阵
列，构建高密度芯片。

通过调整杂交条件、改进
样本处理方法等策略，提
高芯片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030201

芯片制备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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