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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信阳市某医院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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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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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突发神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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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抽搐和失禁等严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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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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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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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转入武汉市某部属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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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武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以常规镜检法复核患者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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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恶性疟原虫和卵形

疟原虫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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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含间日疟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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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溶血法抽提疟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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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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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成熟的疟原虫引物和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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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体系检测该病例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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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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