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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呼吸道感染患者肺炎支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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鹂"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
!

)4)'''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肺炎支原体"

-Y

$快速培养基检查!了解儿童
-Y

感染的情况!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

据%方法
!

对泸州市人民医院
(''7

年
&

月至
('&'

年
&

月儿科就诊的有呼吸道感染症状者采用
-Y

快速培养基检

测呼吸道分泌物%结果
!

4*(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Y

培养阳性
9:

例!阳性率
&*34*6

%结论
!

儿童
-Y

感染常

见!及时进行
-Y

快速培养基的实验室检查!对预防病情加重和引起肺外多器官损害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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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有致病性的支原体主要为肺炎支原体$

-Y

%#它可

引起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

-Y

是小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

病原体之一#尤其是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并可引起流

行,

&

-

)为了解儿童
-Y

感染状况及并发症#本院儿科和检验科

对
(''7

年
&

月至
('&'

年
&

月
4*(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用
-Y

快速培养基进行检测#现将检查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本组患儿
4*(

例#男
*'5

例#女
&(9

例)年龄

小于
)

个月
5&

例$

&)346

%#

)

个月至
(

岁
&:5

例$

4*3*&6

%#

(

岁以上
&54

例$

4'3&46

%)一般有咳嗽*喘息*呼吸困难*发热*

声音嘶哑*咽痛*呕吐*腹泻*肺外感染等表现)

$3/

!

检测方法
!

采集呼吸道分泌物和相关标本#肺炎支原体

快速培养基由陕西百盛园生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

说明书操作)并做全面的其他相关实验室检查#对肺炎支原体

感染患儿的有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

!

结
!!

果

经肺炎支原体快速培养基检测#

4*(

例呼吸道感染儿童中

培养阳性
9:

例#阳性率为
&*34*6

)其中肺炎支原体上呼吸

道感染
&(

例$

('3)76

%#急性支气管炎
&*

例$

((34&6

%#支气

管肺炎
&:

例$

*&3'*6

%#支气管哮喘
:

例$

&53(46

%#其他
9

例

$

)37'6

%)肺炎支原体感染儿童实验室检查结果!$

&

%血液常

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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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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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红细

胞沉降率大于
('NN

"

C

($

(

%尿常规检查正常
*:

例#异常
&'

例#其中潜血$

hh

%

4

例#尿蛋白$

h

%

4

例#

à$

$

h

%

(

例($

*

%

生化测定
&7

例
$

反应蛋白$

$#Y

%

#

&'N

,

"

Q

(肝功能异常
4

例#表现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8Q!

%轻度升高(肾功能全部正

常(低钾
:

例#低钙
)

例$心肌酶谱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至少
&

项增高有
*&

例#

以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乳酸脱氢酶增高最为常见(血气分

析异常
&4

例#表现为低
Y$"

(

和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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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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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Y

感染多为散发病例#秋冬季多见#每
*

!

4

年有
&

次

流行,

(

-

)其感染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患者及恢复期带

菌者为传染源,

*

-

)患儿感染
-Y

后常常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

症状轻重不一#有时易被误诊为普通感冒)部分患儿可出现以

咳嗽*咯痰为主要症状的支气管炎征象)约有
(6

!

96

的肺

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发生肺炎#此时多有发热$高热或低热%#伴

有频繁*剧烈的咳嗽#早期为干咳#后期可咯痰)重症患儿可出

现呼吸困难*喘憋*发绀)医生检查时患儿肺部湿音等体征

常不明显)

'3/

!

肺炎支原体感染儿童实验室检查异常#常表现为白细胞

升高*红细胞沉降率升高*心肌酶谱增高*血气分析异常等)

-Y

感染儿童部分可出现肺外表现或并发症#包括胸腔积液*

中耳炎*心肌损伤*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多系

统*多器官损害发病机制可能是由于
-Y

与宿主细胞膜上有共

同的抗原成分#在
-Y

感染刺激下#机体会产生自身抗体#从而

引起溶血性贫血*肾小球肾炎*心肌炎等肺外并发症,

4

-

)也可

能是
-Y

感染会破坏人体正常的细胞免疫机制#使体内细胞因

子发生变化#如一氧化氮和白细胞介素
0

(

等#从而使细胞因子

失去相互制约*相互诱导#加重肺部感染并引起肺外多器官损

害)本文调查显示#

-Y

感染患儿心肌酶谱异常者高达

9*346

#说明其造成心肌损伤的危险性更大)可能是除上述原

因外#由于肺部炎症或水肿减少了肺泡
0

气体$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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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癌
)

例*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

例#宫颈非鳞癌共
&7

例#占

9)

例年轻宫颈癌的
**37*6

)同期收治的
('4

例中老年宫颈

癌患者中宫颈鳞状细胞癌
&))

例$

:&3*56

%#宫颈腺癌及其他

非鳞癌
*:

例$

&:3)*6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

%#见表
(

)

表
&

!

(''9

!

('&'

年年轻宫颈癌和同期宫颈癌患者发病情况比较

类别
年份

(''9

!

('') ('')

!

(''5 (''5

!

('': ('':

!

(''7 (''7

!

('&'

年轻宫颈癌
* 5 7 &4 (*

同期宫颈癌
(( 4* 47 )' :)

年轻宫颈癌构成比$

6

%

&*3*) &)3(: ('34& (*3** ()354

表
(

!

不同年龄宫颈癌中非鳞癌所占比例

年龄组$岁% 宫颈癌 宫颈非鳞癌
占同年龄组

宫颈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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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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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7 **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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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 &:3)*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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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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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3$

!

发病趋势
!

年轻宫颈癌因其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而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P>>F;B

等,

*

-报道年轻宫颈癌的发病率由

('

世纪
9'

年代的
76

上升到
('

世纪
:'

年代的
(46

)本文

*9

岁以下宫颈癌的本院新病例就诊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年

轻宫颈癌发病增多的原因有学者认为!$

&

%由于性传播的结果)

性传播疾病 $

2!V

%正在成为全人类日益关注的健康和社会问

题#青少年是
2!V

高患病率人群#约占
(

"

*

,

4

-

)$

(

%年轻妇女

免疫系统不成熟)随着女性年龄和性经历的发展#女性生殖道

局部和系统将被致敏并发育成熟#从而提高其抗病能力#而年

轻妇女的免疫系统相对未经致敏#因而易受
%Y/

感染)现已

证实#

%Y/

感染#尤其是
%Y/&)

*

&:

型感染对宫颈癌的发生

起重要作用)

'3/

!

年轻宫颈癌的合理治疗措施
!

年轻宫颈癌患者主要临床

表现为接触性的阴道出血以及大量的阴道分泌物)早期的腺

癌和宫颈原位腺癌不易确诊#浸润型宫颈腺癌发生宫旁脉管浸

润*盆腔淋巴结转移*术后复发及远处转移发生率要比年长者

高
&'

!

('

倍,

905

-

)年轻宫颈癌的治疗原则是在治疗肿瘤的基

础上尽量保留其生育功能#可以采用卵巢移位和卵巢移植等方

法保护其卵巢功能)对年轻宫颈癌患者的治疗应强调综合性

治疗#新辅助化疗和同期放*化疗均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减少局部和远处转移)由于宫颈腺癌淋巴结阳性率较高#且对

放疗的敏感性较差#因此这也是年轻患者生存率较低的一个主

要原因)尽管如此#加强
2!V

的预防*宫颈炎的普查普治及在

治疗宫颈炎前细胞学检测等是预防年轻宫颈癌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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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面积#造成缺血缺氧#从而加大了心肌能量代谢#引起心肌

酶谱的升高)

综上所述#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容易造成多系统*多器官

的损害)由于肺炎支原体快速培养阳性患儿用阿奇霉素治疗

效果显著#表明
-Y

快速培养法结果可靠,

9

-

)且该检测方法简

单*快速*选择性好#便于临床对
-Y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

)

-

)因此临床上对于持续发热*顽固性剧烈咳嗽*喘息*普通

抗生素治疗症状无改善者#应及时进行肺炎支原体快速培养基

培养检测#以便及早明确病原体#指导临床用药#缩短病程#预

防病情加重和引起肺外多器官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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