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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检测方法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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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研究肺炎支原体"

Q+

%的临床检测方法&方法
!

对收治的
"$7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

检测表现及治疗护理情况!进行了回溯式总结与分析对比!分别使用明胶颗粒法'酶联免疫吸附法"

0P̂43

%'冷凝集

试验法"

,3M

%进行检测&结果
!

"$7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按照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

7(

例患儿可以确诊为支原体肺

炎!经明胶颗粒法'

0P̂43

'

,3M

进行检测后所得到的阳性标本数'诊断灵敏度对比!可见明胶颗粒法的诊断灵敏度

最好为
7$%16

!显著高于另两种方法的灵敏度$而对于非支原体肺炎的
)$

例患儿!

,3M

的诊断特异度最高!但
$

种

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明胶颗粒法对于检测
Q+!̂

F

Q

具备灵敏度高且特异性尚可的优势!

可以作为临床检测肺炎支原体的首选方案&

0P̂43

较
,3M

存在价格低廉'敏感性与特异性高于后者的特点!因此

临床上可以考虑将
0P̂43

法用于初检筛选!或者检测联用的方法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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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Q+

&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作为介于细

菌和病毒间已知能独立存活的最小病原微生物#它以可导致上

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哮喘+不典型肺炎等一系列呼吸道疾

病#同时也可能并发肺外多系统器官疾病)

"

*

,近年来肺炎支原

体肺炎$

Q++

&的发病率正呈日益上升的趋势#严重时可达

#&6

以上#已经成为小儿呼吸道疾病的重要病原)

#

*

,其所致肺

炎临床表现轻重不一#而且由于存在各种肺外并发症#容易导

致误诊,为探讨
Q+

的临床检测方法#将本院儿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7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检测表

现及治疗护理情况进行了回溯式总结与分析对比#现报道如

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儿科住院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7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男
*7

例#女
('

例#年龄为
1

个月至
"#

岁#平均$

$%1i"%)

&岁,患儿自从发病到本院就诊

时间
"

!

&D

#平均$

#%$i'%(

&

D

,

$%/

!

临床表现
!

患儿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要症状#主要表现

为发热+咳嗽#气喘+咳痰+刺激性咳嗽+婴幼儿常有气喘+气促,

$%'

!

检测方法及判别标准
!

患儿均在病程
&D

时进行采集血

液标本#并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血清
Q+!̂

F

Q

的检测,

$%'%$

!

明胶颗粒法
!

采用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提供的日本

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
40-].̂3!QX,]

*

试剂盒#以待检血清

抗体滴度大于或等于
"m"('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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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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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深圳安群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所提供的试剂盒#检测操作及结果判断均严格按说明书

进行,

$%'%'

!

冷凝集试验$

,3M

&

!

依照0中华医学检验全书1中2冷

凝集素测定3进行操作#滴度达
"m()

以上为阳性,

对于纳入研究的
"$7

例患儿#按照临床支原体肺炎的诊断

标准筛选如下!$

"

&发热呈驰张热或不规则热#刺激性咳嗽+咳

非脓性痰偶带血丝%$

#

&

(

岁以上患儿存在有咽痛+头痛+胸痛+

口腔溃疡以及皮疹#

$

岁以下患儿则表现为呼吸困难+喘憋%

$

$

&全身症状比局部体征更明显#肺部体征不典型#但胸片显示

有大片云雾状阴影等显著炎症表现%$

)

&白细胞计数大多正常

或稍增高#红细胞沉降率多数增快%$

&

&症状使用
R!

内酰胺类

及磺胺类抗生素治疗无显著效果#但换用大环内脂类抗生素疗

效显著,

$%1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均采用
4+44"$%''

软件包进行

统计处理#数据以
Ni>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

检验#计数资料

进行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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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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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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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感染患儿按照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

7(

例可

以确诊为支原体肺炎#经明胶颗粒法+

0P̂43

+

,3M

进行检测

后所得到的阳性标本数+诊断灵敏度分别见表
"

,明胶颗粒法

的诊断灵敏度最好%而对于非支原体肺炎的
)$

例患儿#

,3M

的诊断特异度最高#但
$

种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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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肺炎支原体检测方法的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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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肺炎支原体阳性$

)h7(

&肺炎支原体阴性$

)h)$

&

明胶颗粒法
7'

$

7$%16

&

$*

$

1(%'6

&

冷凝集试验法
))

$

)&%16

&

)'

$

7$%'6

&

酶联免疫吸附法
*"

$

*)%'6

&

$1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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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Q+

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一种病原微生物#主要经呼

吸道传染#具有传染性和流行周期,由于其与人体某些组织存

在着部分共同抗原#故感染后可形成相应的自身抗体#导致多

系统的免疫损害#引发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

系统以及皮肤+肌肉+关节等器官的疾病#症状异常严重者可危

及患者生命,近年来随着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

Q+

已被证实

为小儿肺炎的重要病原#是引起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之

一)

$

*

,且近年发现患儿正呈低龄化发展趋势#主要患病人群逐

渐转为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

)

*

,小儿肺炎的治疗关键在于及

时确诊并予以针对性治疗,目前针对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诊

断技术主要有培养法+免疫学检测法+

.23

检测法等几种#但

均具有各自的优+劣势#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可以选用一种或

综合多种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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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院儿科接治的
"$7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按照支原体肺

炎诊断标准#

7(

例可以确诊为支原体肺炎患者,经明胶颗粒

法+

0P̂43

+

,3M

进行检测后所得到的阳性标本数+诊断灵敏

度对比#可见明胶颗粒法的诊断灵敏度$

7$%16

&最好#显著高

于另
#

种方法的灵敏度%而对于非支原体肺炎的
)$

例患儿#

,3M

的诊断特异度最高#但
$

种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明胶颗粒法对于检测
Q+!̂

F

Q

#具备灵敏度高且特异

性尚可的优势#可以作为临床检测肺炎支原体的首选方案,

0P̂43

法较
,3M

存在价格低廉+敏感性与特异性高于后者的

特点#因此临床上可以考虑将
0P̂43

法用于初检筛选或者检

测联用的方法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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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寻找更加直观的监控唐氏筛查室内质量控制的方法!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方法
!

参考
f!

分数质量控制图的特点!每天做
$

个水平的质量控制品!算出不同水平的质量控制物的
f!

分数!作
f!

分数质量控制

图&结果
!

该质量控制图绘制方便!对多个水平的质量控制物观察直接明了!在监测唐氏筛查的质量控制工作中取

得良好的效果&结论
!

f!

分数质量控制图能将高'中'低不同浓度的质量控制血清测定值在同一张质量控制图上表

示出来!直观性强且减轻工作量!适宜在多种检测项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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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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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综合征是最常见的一种严重的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

性染色体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巨大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因此#通过的唐氏筛查与诊断#预防

唐氏综合征患病胎儿的出生#是非常重要的,日常质量控制对

获得准确的唐氏筛查结果尤为重要#孕中期用于唐氏综合征唐

氏筛查的血清标记物种类有!甲胎蛋白$

3O+

&+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
$

亚单位$

$

!a,/

&+雌三醇$

#

0$

&,此三联筛查为使用最

广泛的组合,在日常室内质量控制工作中#唐氏筛查要求每批

测定至少
#

个或多个浓度水平质量控制物,使用美国伯乐唐

氏筛查的专用质量控制品#对
$

个浓度水平的质量控制品均建

立了本室的均值及标准差,同时为了方便记录#制作了各个质

量控制物的
f!

分数质量控制图来显示所有质量控制物的测定

值#以便于今后更加灵活的分析与监控室内质量控制的情况,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
!

R0,\Q32.ĉ1''

化学发光分析仪,

$%/

!

试剂
!

采用为仪器原装进口配套试剂+校准品和美国伯

乐唐氏筛查的专用质量控制品,

$%'

!

器材
!

真空采血器和真空采血管,

$%1

!

分析参数
!

包括
3O+

+总
$

!a,/

+

#

0$$

个检测参数,

$%2

!

分析前准备
!

R0,\Q32.ĉ1''

仪器使用配套试剂,

定期以配套校准物按仪器说明书规定进行校准#并规范地开展

室内质量控制,

$%)

!

质量控制图建立
!

美国伯乐唐氏筛查的专用质量控制品

包括
$

个水平定值血清#分别为
P<J<9"

+

P<J<9#

+

P<J<9$

,每

天同时做
$

个水平的质量控制品#记录检测结果,连续做

#'D

#剔除大于
$>

的离群值#再以均值为靶值#分别建立

3O+

+总
$

!a,/

+

#

0$

的质量控制图,

$%.

!

制作质量控制数据表
!

在
0K?<9

工作表中设计质量控制

数据表,首先将
$

个水平质量控制物的平均值$

N

&和标准差

$

>

&输入#将检测日期+质量控制品代码+检测结果输入数据表

中#利用
0K?<9#''*

工作表中的函数计算出
f!

分数#

f!

分数
h

$

c

测
>̀

&

)

"

*

,

$%T

!

绘制
f!

分数图
!

在
0K?<9#''*

软件中#点击图表向导按

钮#选择数据点折线图模式#以数据表中的
f!

分数为数据源#

以测定日期为
3

轴#

O

轴的刻度最小值设定为
`$

#最大值为

d$

#主要刻度线设定为
"

#分类$

3

&轴交叉于
'

)

#

*

,

/

!

结
!!

果

/%$

!

3O+

+总
$

!a,/

+

#

0$

三个水平的质量控制品的结果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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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总
$

!a,/

)

#

0$

三个水平的质量

!!

控制品的均值及标准差

项目 均值$

N

& 标准差$

>

& 变异系数$

9V6

&

3O+P<J<9" "'%)$ '%(" &%1'

3O+P<J<9# $"%11 "%&$ )%1'

3O+P<J<9$ *)%)' #%7* $%7'

总
$

!a,/P<J<9" "'"&1%"' )*1%7( )%*'

总
$

!a,/P<J<9# $"(($%'& "$"'%1* )%"'

总
$

!a,/P<J<9$ &$'1#%7' #)$*%*) )%('

#

0$P<J<9" '%(' '%'( "%''

#

0$P<J<9#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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