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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儿童感染性疾病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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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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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儿童感染性疾病中!肺炎支原体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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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对判断感染的类型&程度的意义%方法
!

对呼吸道感染&支原体肺炎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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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0Z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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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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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结果
!

呼吸道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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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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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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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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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组与支原体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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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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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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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组与支原

体肺炎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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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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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鉴定肺炎支原体和非支原体感染的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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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急性呼吸系统细菌&肺炎支原体及病毒感染的

诊断及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

肺炎支原体抗体#

!

"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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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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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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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是小儿常见呼吸系统疾病之一#它通过飞沫传

播#四季发病#常见散发病例#危害身体健康)确诊呼吸道感

染*支原体肺炎须经过细菌培养或病毒分离#因其操作繁琐*耗

时长且阳性率低#往往延误诊治#如能尽早鉴别#对早期用药及

疾病转归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两者的临床症状相似#故在疾

病早期对于两者的鉴别有一定难度)

"

反应蛋白$

"̀ Z

&已可

快速定量检测#及时报告结果#能为临床医生鉴别细菌和病毒

感染及时提供诊断依据)作者对呼吸系统疾病进行肺炎支原

体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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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了解肺炎支原体与非肺炎支原体感染之间的

相关性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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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选择
&$#$

年
,

!

+

月于本院门诊和入院的呼

吸道感染患儿
*()

例#肺炎支原体者
+5%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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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分

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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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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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仪器日本西森美康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e4

O+$$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西门子公司生产#型号!

è/

03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美国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上

海&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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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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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森美康

五分类原装配套试剂#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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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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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采集患者血清于
è/ 03e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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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计数仪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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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肺炎支

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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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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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质控区
"

显

示红色#检测区
1

位置无红色印迹出现%$

&

&阳性!质控区
"

显

示红色#检测区
1

位置有红色印迹出现%$

)

&无效!质控区
"

不

显色即表明操作失误或试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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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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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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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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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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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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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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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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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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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性#与呼

吸道感染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呼吸道感染组与支原体肺

炎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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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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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肺炎是小儿常见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其临床表

现多样#除可引起肺炎外#还可引起肺外多系统的严重并发症#

而且病程迁延#已引起广泛关注+

#4&

,

)肺炎支原体是介于细菌

与病毒之间#兼性厌氧#能独立生活的最小微生物#含有
PW3

和
Ẁ3

#无细胞壁%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病原体通常存

在于纤毛上皮之间#不侵入肺实质#通过细胞膜上神经氨酸受

体位点#吸附于宿主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抑制纤毛活动#破坏

上皮细胞)肺炎支原体的致病性可能与患儿对病原体或其代

谢产物的过敏反应有关+

)

,

)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病原体的正确

判断是合理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基础#

"̀ Z

作为诊断细菌感染

及疗效观察的快速指标之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 Z

是机

体应激状态下由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炎症和

组织坏死急性期反应物质+

5

,

#由
17CC:<

和
]A=8@7;

发现)

"̀ Z

是非特异性指标#主要用于结合临床病史监测疾病+

,

,

)近年来

随着快速*简便*可靠
"̀ Z

检测方法的迅速建立#

"̀ Z

检测的

临床应用价值得到更广泛应用)健康人血清中
"̀ Z

浓度很

低#当机体受到细菌感染引起炎症损伤时#

(

!

#&>

血中浓度

明显升高#其峰值可达到正常值的数百倍#且不受年龄*性别*

体温及贫血等因素的影响#是鉴别细菌感染或病毒感染的一个

首选指标#

"̀ Z

增高的幅度与细菌感染的程度密切相关#值得

推广应用)同时
"̀ Z

水平的定量检测可应 $下转第
&5#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脉推注地塞米松
#$-

.

$防止药物过敏&#再进行试注射生理盐

水#试注射时应观察穿刺部位有无肿胀及其他不适#注射造影

剂前告诉患者在注射过程中的正常反应$如!注射后头发胀*发

凉#全身发热#口腔有药味等&#冬季要将造影剂加温至
)(M

以

提高临床耐受性和减轻黏稠度)$

*

&注射时严密观察针头有无

脱出*阻塞或移位#局部皮肤有无肿胀*疼痛和过敏反应#并观

察图像有没有对比剂进入及浓度情况+

,

,

#如有异常应立即停止

注射)

$''''

!

检查后的护理
!

检查结束后#去除心电监护的各种导

联及鼻氧管#嘱患者在候诊室休息至少
)$-78

以上#以观察患

者是否有迟缓过敏反应#如确保无不良反应方可拔除静脉留置

针#嘱患者按压注射针眼
,

!

#$-78

至无出血方可离开#并嘱

患者多饮水以助造影剂尽快排出体外)

/

!

结
!!

果

除了
,

例患者因未能屏住气需重做$经重新训练后检查#

获得较佳图像&#其余患者均获得了满意效果)有
,

例患者有

不同程度过敏#有
&

例患者是检查完出现轻度喉头水肿#给予

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非那根
&,-

.

肌肉注射#观察
#$

-78

后症状缓解%有
&

例患者时检查完出现四肢麻木*心悸#立

即给予持续吸氧#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肾上腺素
#-

.

静

脉推注#非那根
&,-

.

肌肉注射#

)$-78

后症状缓解%有
#

例在

做试验$优维显
)*$

&

#-/

静脉注射拔针后立即出现荨麻疹#

迅速给予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葡萄糖酸钙
#

支
d$'%2

生理盐水
#$-/

静脉推注#

&$-78

后症状自行缓解%有
)

例出

现造影剂外渗#用
&,2

硫酸镁湿敷并抬高患肢#有明显效果)

扫描完后通过重建图像均能显示动脉血管的主干及其主要分

支#达到诊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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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是一种无创*经济实惠*

可靠性高的影像诊断技术#对评价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和变异的

诊断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可作

为冠心病早期筛选的检查之一#也可用于冠状动脉支架和桥血

管评价+

#

,

)目前其心电门控技术有两种#即前瞻性门控和回顾

性门控#其在心动周期采集方式有一定区别#前瞻性门控是通

过
`

波触发扫描#当心律不齐时#对少数不规则出现的
`

波可

以漏过不触发采集#对心律不齐的敏感性低于多层螺旋
"1

%

回顾性门控即利用多个不同心动周期中相同的时相$一般是舒

张晚期#此时心脏相对运动幅度较小&的数据进行图像重建+

(

,

)

本院采用的是回顾性门控#但是影响冠脉血管造影成像的主要

因素是心脏搏动和呼吸运动伪影)较快的心率$

%

*,

次"分&

可出现明显的心脏搏动伪影#患者不能在一次屏气中完成检

查#可造成图像不连续)作为护理人员要了解该项检查技术的

重要特点和临床应用价值#对配合医技人员做好护理工作具有

极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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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观察#对于了解病情

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

,

)研究显示#一旦疾病恢复#

"̀ Z

含量迅

速下降#对临床有一个先驱预报作用)

"̀ Z

是急性时相反应

的一个0金指标1

+

*

,

#在创伤*感染*炎症*手术*肿瘤时#

(

!

+>

内即上升#达正常水平的
&$$

倍#非常敏感)呼吸道感染组与

支原体肺炎组#

"̀ Z

结果存在明显差异#提示肺炎支原体感染

导致的免疫损害轻#

"̀ Z

是鉴定呼吸道支原体和非支原体感

染的辅助指标)

068

占白细胞总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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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直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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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呈圆形*椭圆形#内含酸性磷酸酶*芳基硫酸酯酶*

过氧化物酶*溶菌酶*胶原酶等#是一种初级溶酶体#具备杀死

和消化微生物的能力+

+

,

)肺炎支原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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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明显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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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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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肺炎支原体感染会导致单核细胞强烈的免疫

反应#以及在吞噬*消化病原体的重要性)支原体肺炎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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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高#与呼吸道感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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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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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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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联系性)本研

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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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肺炎支原体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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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白细胞减

少的发生率较高#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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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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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急性呼吸系统细菌*

0Z

及病毒感染的诊断及

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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