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宁夏某医院儿童患者
0R

病毒感染特点分析

贾
!

伟!师志云!赵志军!赵
!

颖!马
!

俊!魏
!

军"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银川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宁夏某医院儿童患者
0R

病毒"

0RT

%感染现状及其临床特点&方法
!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聚合酶链反应法对
(#(

例住院患儿进行
0RT.23

定量检测&结果
!

0RT

总阳性率为
*%776

!男性和女性阳性率

分别为
*%$*6

和
7%"$6

$

1

!

""

岁年龄组患者占
"$%)$6

$

#''7

'

#'"'

年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76

和
7%)(6

!有上

升趋势$临床诊断主要以呼吸道感染为主&结论
!

加强儿童患者
0R

病毒的检测!对其防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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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0RT

&感染是儿科比较常见的病毒感染

性疾病#不仅侵犯呼吸道#且易侵犯全身各大系统引发多种疾

病#临床表现各异#常常不能早期诊断#给临床治疗带来很大困

难,为了解其在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患儿中的感染现

状及临床特点#对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就诊的

患儿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方法对
0RT

感染进行

检测#按照不同性别+年龄+年份以及临床诊断进行比较分析#

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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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儿科住院

的
(#(

例患儿,其中男
)'*

例#女
#"7

例#年龄
$'D

至
"&

岁#

平均
&%)

岁,

$%/

!

方法
!

采用美国
3R̂

公司
*$''

型荧光定量
+,-

仪进行

0RT.23

测定#试剂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按仪器和试剂相关说明书进行操作)

"

*

,血清处理#取血清

"''

#

P

加入
"''

#

P

的
.23

浓缩液混匀#

"#'''5

"

;AB

离心

"';AB

#弃上清液向沉淀中加入
#'

#

P

的
.23

提取液#

"''Z

恒温处理
"';AB

#

"#'''5

"

;AB

离心
&;AB

#取
$

#

P

进行
+,-

反应,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4+44""%'

软件进行
!

#

检验,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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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
0RT.23

阳性检测结果
!

总共检查了
(#(

例#

0R

病毒感染
&'

例#感染率为
*%776

,男性阳性率为

*%$*6

$

$'

"

)'*

&#女性为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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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男性与女性检出率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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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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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
0RT.23

阳性检测结果
!

0RT.23

阳性率

以
1

!

""

岁年龄组最高为
"$%)$6

#与其他各年龄组感染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不同年份
0RT.23

阳性检测结果
!

#'"'

年与
#''7

年

0RT.23

阳性率相比有上升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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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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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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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
0RT.23

阳性检出情况

性别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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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值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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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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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
0RT.23

阳性检出情况

年龄$岁&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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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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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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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示无数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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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
0RT.23

阳性检出情况

年份$年&

)

阳性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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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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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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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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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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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T

阳性患者临床诊断分布构成比

临床诊断 阳性例数 构成比$

6

&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

支气管炎
* ")%''

肺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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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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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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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T

阳性患者临床诊断分布构成比

临床诊断 阳性例数 构成比$

6

&

扁桃体炎
& "'%''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 1%''

肝功能异常
) 1%''

腹泻
# )%''

败血症
# )%''

发热
# )%''

热性惊厥
" #%''

过敏性紫癜
" #%''

急性胃肠炎
" #%''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

淋巴结炎
" #%''

川崎病
" #%''

先天性胆道闭锁
" #%''

黄疸原因待查
" #%''

婴儿肝炎综合征
" #%''

合计
&' "''%''

/%1

!

0RT

阳性患者临床诊断分布
!

&'

例
0RT

阳性患者临床

诊断主 要 以 呼 吸 道 感 染 为 主#包 括 急 性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6

&+支气管炎$

")%''6

&+肺炎$

"'%''6

&+扁桃体炎

$

"'%''6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6

&和肝功能异常

$

1%''6

&的比例也较高#见表
)

,

'

!

讨
!!

论

0RT

是一种致癌病毒)

#

*

#属于疱疹病毒科#为线形双链

.23

病毒#是小儿主要的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之一,在发展中

国家#

0RT

的感染通常发生于
&

岁之前#成人感染率可达

716

#多为亚临床感染#病毒可终身携带%而在发达国家#

0RT

的感染多发生于青春期)

$!&

*

,

本研究中#本院住院患儿
0RT

阳性率达
*%776

#说明

0RT

是住院患儿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不同性别阳性率比较#

男性和女性阳性率分别为
*%$*6

和
7%"$6

#可能是由于男女

性患儿对
0RT

免疫反应的敏感程度不一致所致,不同年龄阳

性率结果显示#在
0RT

感染中#

1

!

""

岁年龄组患儿最高占

"$%)$6

#年龄越小阳性率相对较低#可能是儿童感染
0R

病毒

后#病毒长期潜伏体内#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病毒又在咽部复

制#导致年龄越大#感染率越高)

(

*

,不同年份比较中#

#'"'

年

与
#''7

年相比#

0RT

阳性率有明显上升趋势#说明
0RT

感染

流行日趋严重#应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

0RT

感染临床诊断主要以呼吸道

感染为主#包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炎

分别占
#'%''6

+

")%''6

+

"'%''6

和
"'%''6

#传染性单核细

胞增多症和肝功能异常均占
1%''6

#腹泻+败血症和发热均占

)%''6

#其他临床诊断所占比例较少#有热性惊厥+过敏性紫

癜+急性胃肠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淋巴结炎+川崎病+先天性

胆道闭锁等#临床症状轻重不一#给儿科医生诊断和治疗带来

一定困难#并易造成误诊+漏诊,所以#对
0RT

感染患儿#首先

应明确诊断#同时应加强宣传教育#积极防治#减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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