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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肺炎支原体早期感染咽拭子培养结果分析

鄢志丽"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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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肺炎支原体"

.L

#快速鉴定培养基在儿童
.L

早期感染的临床价值$方法
!

采用
.L

快

速鉴定培养基对
#1$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拭子标本进行
.L

培养$结果
!

#1$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

拭子标本
.L

培养阳性
!22

例!总阳性率
(3)(4

'男%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在各年龄组中!

%

!

3

岁

组%

#

!

1

岁组与小于
%

岁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2

!

!3

组与其他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每年
!

季度阳性率"

(2)%4

#最高!

%

季度阳性率"

%()!4

#最低!

%

季度与其他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

#$结论
!

.L

快速鉴定培养基检测
.L

结果准确%简便%快速!可作为一般实验室诊断
.L

感染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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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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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L

%是导致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体

之一#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性#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

!

+

)

.L

感染患者临床表现很难与病毒性和细菌性呼吸

道感染相鉴别#从而延误及时有效的治疗#并导致肺以外并发

症的发生*

%

+

#快速准确地诊断在临床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

用
.L

快速鉴定培养基对本院
%$$1

年
!$

月至
%$!$

年
2

月的

#1$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拭子标本进行培养检测#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

月至
%$!$

年
2

月在本院儿科

门诊及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咽拭子标本
#1$

例#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小于
%

岁
!(#

例#

%

!

3

岁
!##

例#

#

!

1

岁
!#!

例#

2

!

!3

岁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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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与方法
!

.L

快速鉴定培养基由百盛园生物科技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

%取分装冷冻的

培养基#在常温下复温#使瓶内培养基恢复到液体状态($

%

%用

无菌的咽拭子在被检测患儿口腔咽喉部捻转数次#取出棉拭

子($

(

%打开培养基瓶盖#把棉拭子置于瓶内#搅动棉拭子数次#

再把棉拭子对着瓶壁挤压#尽量挤压出其中的液体#取出棉拭

子弃之#盖上瓶塞#置于$

("e!

%

U

恒温箱中培养
%3=

观察

结果)

$)'

!

结果判断
!

培养基颜色由原来的红色变成黄色判为阳

性(培养基颜色保持不变或没有完全变为黄色为阴性)培养基

变成浑浊或有絮状,片状物存在的黄色为无效#重新取咽拭子

培养)

$)1

!

标本采集
!

标本在治疗前由医生采集咽拭子送检)

$)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0L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

!

#1$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拭子标本
.L

培养阳性

!22

例#总阳性率
(3)(4

#其中男性阳性率
(3)&4

#女性阳性

率
(()24

#男,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与文献

*

(

+报道结果一致)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儿童
.L

快速鉴定培养结果

性别
(

阳性数 阳性率$

4

%

男
($$ !$3 (3)&

女
%1$ 2# (()2

合计
#1$ !22 (3)(

/)/

!

不同年龄组患儿中#

#

!

1

岁组阳性率$

3()"4

%最高#

%

!

3

组次之$

3$)&4

%#

$

%

岁组最低$

!1)#4

%)

%

!

3

岁组,

#

!

1

岁组与小于
%

岁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2

!

!3

岁组与其他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结果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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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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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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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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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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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年龄段
.L

快速鉴定培养结果

年龄$岁%

(

阳性数 阳性率$

4

%

$

% !(# %#

!1)#

#

%

!

3 !## &(

3$)&

"

#

!

1 !#! &&

3()"

"

2

!

!3 !(2 3# (%)3

合计
#1$ !22 (3)(

!!

注!与
2

!

!3

岁组比较#

#

F

$

$)$#

(与小于
%

岁组比较#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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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病季节来看#

.L

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

季度发

病率 $

(2)%4

%最 高#

3

季 度 次 之 $

(1)#4

%#

%

季 度 最 低

$

%()!4

%)

%

季度发病率与
!

,

(

,

3

季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F

$

$)$!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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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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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度
.L

快速鉴定培养结果

季度
(

阳性数 阳性率$

4

%

! !#1 &%

(2)%

"

% !$1 %# %()!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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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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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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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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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L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一

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能独立生活的最小微生物#是导致儿童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每隔
#

年左右就会发生一

次地区性流行#儿童及幼儿是易感人群)本病目前临床表现多

不典型#早期不易作出诊断#已有明显上升趋势#确诊主要靠实

验室检查*

3

+

)在发病率上#本组资料显示
.L

肺炎的阳性率

高达
(3)(4

#比国内报道的
.L

肺炎阳性率
!2)!!4

!

%!)!24

要高#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临床严格在治疗前取标本

并及时送检*

#

+

#另一方面是该病发病率逐年在上升)

对于
.L

的检测方法#目前有形态学检查,支原体分离培

养,抗体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等)这些试验中最为可靠的方

法是取呼吸道分泌物做支原体培养#在培养基上见煎蛋状菌落

生长即可确诊(但该方法的缺点是所需时间长#阳性率也低#临

床上不能快速诊断#故难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目前临床上用

聚合酶链反应$

LMN

%法以特异性引物通过
LMN

技术从患者呼

吸道分泌物中检测
.L5/Q-

#敏感性和特异性高#对
.L

感染

的早期诊断意义较大#但
LMN

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假阳性#操作

复杂且对实验室的环境要求较高#并且需昂贵的设备#检测费

用亦较高#从而在一般实验室不能普及开展*

&

+

)另一种方法是

血清学检测
.L5S

D

[

及
S

D

.

抗体#该法时间短#操作简单)但

对于婴幼儿来说#抽取患儿的血液标本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困

难#并且由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部分免疫功能低下#

.L

感染时抗体产生不足#出现假阴性#影响检出率#另一方面

.L

感染临床症状出现后
%

!

3

周才是抗体检测的最佳时机#

该方法受年龄,时间,细胞功能及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故虽

然方法简单易行#但往往不能对
.L

感染做出早期诊断*

"

+

)

本实验室采用
.L

快速鉴定培养基#其基本原理是
.L

利

用培养基中营养成分和快速生长因子进行快速增殖#产生氢离

子使培养基中的
'

,

值降低#使培养基中的指示剂由原来的红

色转变为黄色来判断
.L

生长)

.L

快速鉴定培养法的优点!

培养时间缩短为
%3=

#突破了传统
(

!

";

的培养时间#标本只

是咽部分泌物#不用采血#免除儿童抽血化验的恐惧和痛苦#并

且操作简便,快速,易行#阳性标本
%3=

即可报告#无需特殊仪

器设备#特异性强#灵敏度高#适合临床呼吸道患儿早期
.L

感

染的诊断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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