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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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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是儿科比较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感染时

其症状轻重不一#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引发多种疾病#主要有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PW

&,慢性活动性
2(

病毒感染$

!)2,

(Y

&和噬血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Q5Q

&+很多时候不能早期

诊断#给临床治疗带来困难#本文就
2(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及

临床检测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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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简介

2(

病毒属于疱疹病毒#

-

亚科#于
"8:1

年在非洲儿童的

霍奇金病组织培养中发现+基本结构为核样物,衣壳和包膜
#

个部分+

2(

病毒感染可以出现典型的
PW

体征及其他复杂的

临床表现或隐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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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报道#发展中国家儿童
2(

病

毒感染的高峰年龄在
$

"

:

岁#而发达国家多见于青少年#发病

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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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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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细胞是其感染的主要宿主细胞#

感染的
(

淋巴细胞可表达一系列
2(

病毒特异性抗原分子#诱

导机体产生免疫反应+近年发现
2(

病毒亦可感染上皮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等#引发相关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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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相关疾病

/%$

!

肿瘤性疾病
!

2(

病毒感染与某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

切相关#如
(HKcFEEi+

淋巴瘤,鼻咽癌,何杰金病和成人
<

细胞

淋巴瘤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重点转移到
2(

病

毒感染与其他肿瘤之间的相关性#

"88#

年#

<=cH3C

/

C

等将胃

癌细胞内存在
2(

病毒者$以
2(

病毒基因组中的
2(2-

阳性

为标准&定义为
2(

病毒相关胃癌$

2(YCX!

&+目前研究结果

显示#约
"'7

的胃癌组织
2(

病毒阳性#

2(

病毒感染在胃癌发

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重视+李齐和强新)

&

*报道
2(

病毒在子宫颈癌中也有表达+有研究发现#

2(

病毒感染也与

乳腺癌和肺癌等肿瘤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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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活动性
2(

病毒感染
!

2(

病毒感染多为急性感染#

可无症状或表现为
PW

#但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患儿#

2(

病毒感

染后可出现慢性或复发性
PW

样症状#伴随
2(

病毒抗体的异

常改变#称为慢性活动性
2(

病毒感染$

!)2(Y

&+目前
!)2,

(Y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慢性
2(

病毒感染$

!2(Y

&#即由
2(

病毒引起的具有持续性或复发性
PW

样的临床表现#但不伴有

异常升高的与
2(

病毒复制抗原相关的抗体滴度#预后良好%

另一类为严重
!)2(Y

$

O!)2(Y

&#具有更严重的多系统并发

症和血液学异常表现#以及异常升高的
2(

病毒相关抗原的抗

体滴度#预后差+

"899

年
OEKCH+

提出了这一严重慢性
2(

病毒

感染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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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年
jcC3=

等也提出了相似的诊断标

准#并于
$''&

年进行了修订+

!)2(Y

的诊断标准!$

"

&持续

或反复发作性
PW

症状#包括发热,淋巴结肿大,脾脏肿大#同

时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如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

眼,皮肤和$或&心血管系统$包括动脉瘤和血管病变&%$

$

&异常

的抗
2(

病毒抗体#包括抗
Y!)

和
2)

抗体的升高#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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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0: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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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Y!),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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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或&

2),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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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或&检测到受累组织#包括外周血中
2(

病毒

VZ)

拷贝数的增高%$

#

&慢性病程不能用其他疾病解释+需满

足以上
#

条标准方能诊断
!)2(Y

+

近年来#临床上
!)2(Y

报道病例逐渐增加#

!)2(Y

临床

表现复杂多样#绝大多数患儿均有长期持续或间断发热#伴有

肝功能异常和肝脾淋巴结肿大#特别是
O!)2(Y

伴有各系统

严重并发症#其治疗困难#预后差#病死率高+诊断时年龄越

大,血液系统的改变越严重,外周血
2(

病毒
VZ)

载量水平越

高,发病至确诊的时间越长#预后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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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慢性或复发

性
PW

样症状持续至少
:

个月以上#伴有抗
2(

病毒抗体的特

征性改变#且不能用其他相关遗传性,免疫性异常以及任何最

近可能的感染来解释时应考虑
!)2(Y

+

/%'

!

其他相关疾病
!

大量研究提示#

2(

病毒病毒感染与类风

湿关节炎之间存在诸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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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病毒蛋白和类风湿关节

炎特异性蛋白间存在一些抗原序列相似性+有报道滑膜中存

在
2(YVZ)

的个体中患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增加)

":

*

+近年

来#

2(

病毒感染与妊娠相关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孕妇感染
2(

病毒后也会发生流产,早产,胎死宫内,胎儿畸形及新生儿感染

等情况+

2(

病毒妊娠期再次激活可导致孕期缩短#出现出生

儿体质量降低,身长缩短和头颈周径缩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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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

2(

病毒实验室检测的方法主要有!嗜异性凝集试验,病毒

培养分离法,聚合酶链反应,病毒荧光检测,血清学抗体检测

等#各种试验方法由于其检测特异性,灵敏度及检测条件等不

同各有优缺点+快速,简便和特异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对
2(

病

毒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血清学抗体检测灵敏度高#特异

性强#适合批量检测#早期诊断#且能够区分新近感染和既往感

染等感染类型#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2(

病毒感染人体后#针对不同的抗原分子#机体会产生不

同的抗体#且在发病急性期增高+主要有!$

"

&衣壳抗原

$

Y!)

&+

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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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抗体是新近
2(

病毒感染的标志#

Y!),

P

/

X

出现后可持续多年甚至终生#因此不能区别新近感染与既

往感染%低亲和力
Y!),P

/

X

#提示急性期感染+$

$

&早期抗原

$

2)

&+

2)

是
2(Y

进入增殖性周期初期形成的一种抗原#

2),P

/

X

抗体是近期感染或
2(

病毒活跃增殖的标志+$

#

&核

心抗原$

2(Z)

&+

2(Z),P

/

X

于发病后
#

"

1

周出现#持续终

生#是既往感染的标志+$

1

&膜抗原$

W)

&+

W)

是中和性抗

原#可以产生相应的中和抗体+$

&

&淋巴细胞决定膜抗原

$

5gVW)

&+

5gVW)

是补体结合抗体#也是既往感染的标

志+由于人群中
2(

病毒感染率达到
8'7

#因此判断
2(

病毒

感染时期则显得更为重要+目前研究推荐使用多种抗体联合

检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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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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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2(

病毒感染率高#传播范围广#且多为隐性感染#临床症

状多种多样#因此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诸多困难+现研究报

道显示#

2(

病毒感染与多种肿瘤疾病,血液病,自身免疫性疾

病,妊娠密切相关+

2(

病毒实验室检测在临床诊断中具有重

要意义+

2(

病毒感染血清学检测对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早期进

行病因诊断及合理治疗有重要意义+妊娠期筛查
2(

病毒可

减少异常妊娠发病率+

2(

病毒实验室检测将对临床的诊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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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

* 陈琴#梁嘉泰
%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误诊白血病原因分

析)

^

*

%

中国小儿血液#

"888

#

1

$

$

&!

&:,&6%

)

$

* 吴葆菁#李文益#张玉兰
%

小儿
2(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临床

研究)

^

*

%

临床儿科杂志#

$''#

#

$"

$

9

&!

1&&,1&6%

)

#

* 张爱民#贺湘玲
%"9$

例小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血

液学表现)

^

*

%

中国小儿血液#

$''&

#

"'

$

"

&!

"$,"#%

)

1

*

(=KRC!W

#

QHEE,_A?EG*?K5W%)AE?K3CE?K?

B

AFGCEF=3F3(,

G?AA+C3>?

B

FE*?AFCAG?AA++JFEG*?+EK=

B

F+4=I2

B

+E?F3,(CK,

K@FKH+

)

^

*

%ZCEW?>

#

$''$

#

9

$

:

&!

&81,&88%

)

&

* 李齐#强新
%2(

病毒在子宫颈癌中的表达)

^

*

%

牡丹江医

学院学报#

$'"'

#

#"

$

&

&!

16,19%

)

:

*

<C=k

#

g=H3

/

5O

#

\==>4C3!(

#

?ECA%2

B

+E?F3,(CKK@FKH+

$

2(Y

&

C3>FE+C++=GFCE?>*H4C3GC3G?K+,,

/

?3?EFG+

#

?

B

F

/

?,

3?EFG+

#

B

CE*=LF=A=

/D

C3>3=@?AE*?KC

B

?HEFG+

)

^

*

%_K=3E(F=

OGF

#

$'':

#

""

$

$

&!

$:6$,$6"#%

)

6

* 陆丽君#孟锐锋#国强#等
%2(

病毒膜蛋白家兔免疫血清

的制备及其特性研究)

^

*

%

温州医学院学报#

$'"'

#

$8

$

$

&!

86,88%

)

9

*

!=*?3 P̂%j

B

EF4CAEK?CE4?3EI=KG*K=3FGCGEF@?2

B

+E?F3,

(CKK@FKH+>F+?C+?

)

^

*

%.?>FCEK<KC3+

B

AC3E

#

$''8

#

"#

$

1

&!

##8#,##8:%

)

8

*

jcC3=W

#

]CcC]

#

]F4HKCQ

#

?ECA%.K=

B

=+?>XFH>?AF3?+

I=KVFC

/

3=+F3

/

!*K=3FG)GEF@?2

B

+E?F3,(CKKYFKH+P3I?G,

EF=3

)

^

*

%)4^Q?4=E=A

#

$''&

#

9'

$

"

&!

:1,:8%

)

"'

*

]F4HKCQ%.CE*=

/

?3?+F+=IG*K=3FGCGEF@?2

B

CE?F3,(CKK

@FKH+F3I?GEF=3

!

F+E*F+C3F3I?GEF=H+>F+?C+?

#

A

D

4

B

*=

B

K=AFI,

?KCEF@?>F+=K>?K

#

=KF44H3=>?IFGF?3G

D

)

^

*

%-?@W?>YFK,

=A

#

$'':

#

":

$

1

&!

$&",$:"%

)

""

*

WF

D

C4HKC<

#

!*C

D

C4C]

#

\C>C<

#

?ECA%<J=GC+?+=I

G*K=3FGCGEF@? 2

B

+E?F3,(CKK@FKH+F3I?GEF=3F3 J*FG*

2(Y,+

B

?GFIFGG

D

E=E=NFG<A

D

4

B

*=G

D

E?JC+F3>HG?>CIE?K

CAA=

/

?3?FGL=3?4CKK=JEKC3+

B

AC3ECEF=3

)

^

*

%.?>FCEK<KC3+,

B

AC3E

#

$''9

#

"$

$

&

&!

&99,&8$%

)

"$

*

X=E=*]

#

PE=g

#

O*FLCEC,\CEC3CL?g

#

?ECA%!AF3FGCAC3>

@FK=A=

/

FGCAG*CKC,E?KF+EFG+=I"&

B

CEF?3E+JFE*G*K=3FGCG,

EF@?2

B

+E?F3,(CKK@FKH+F3I?GEF=3EK?CE?>JFE**?4CE=

B

=F,

?EFG+E?4G?AAEKC3+

B

AC3ECEF=3

)

^

*

%!AF3P3I?GEVF+

#

$''9

#

1:

$

"'

&!

"&$&,"&#1%

)

"#

*

]F4HKCQ

#

W=KF+*F4C<

#

]C3?

/

C3?Q

#

?ECA%.K=

/

3=+EFG

ICGE=K+I=KG*K=3FGCGEF@?2

B

+E?F3,(CKK@FKH+F3I?GEF=3

)

^

*

%

P̂3I?GEVF+

#

$''#

#

"96

!

&$6,&##%

)

"1

*宋红梅
%

儿童慢性活动性
2(

病毒感染)

^

*

%

中国实用儿科

杂志#

$'"'

#

$&

$

9

&!

&9#,&9&%

)

"&

*

OCJC>CO

#

<Cc?FW%2

B

+E?F3,(CKK@FKH+?EF=A=

/D

F3K*?H4CE=F>

+

D

3=@FEF+%

)

^

*

%)HE=F44H3-?@

#

$''&

#

1

$

$

&!

"':,""'%

)

":

*黄秋愉#张冬青
%2(Y

感染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

关联性的研究进展)

^

*

%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

#

#$

$

&

&!

66",66:%

)

"6

*白玉青#王玲
%

妊娠合并
2(

病毒感染
"#

例临床分析)

^

*

%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6

#

$#

$

1

&!

$8',$8"%

)

"9

*秦丽#黄琦薇
%

宫内感染新生儿
$:

例
2(

病毒抗体测定及

治疗分析)

^

*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1

#

"$

$

"

&!

66,69%

)

"8

*刘勇#陈琴#薛红漫#等
%2(

病毒抗体检测在儿童
2(Y

感

染相关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

%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

杂志#

$'':

#

""

$

$

&!

::,:9%

$收稿日期!

$'"","$,':

&

$上接第
"$$:

页&

损害#对整体病情恢复有益+

本研究显示#瑞代作为肠内营养物质进行营养支持对患者

血糖及
.!<

水平的控制明显优于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其主

要原因是瑞代中的膳食纤维,谷物淀粉和果糖发挥作用)

6

*

+膳

食纤维可调节糖的吸收#使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减慢#且不增

加热量#并且可增加胃肠蠕动#促进排泄+木薯淀粉和玉米淀

粉能降低淀粉酶的水解率)

9

*

#淀粉作为多糖#多次分解才能成

为葡萄糖#对血糖的影响较蔗糖,麦芽糖低+另外果糖在小肠

吸收缓慢#在肝摄取和利用大多不依赖于胰岛素#减少了胰岛

素的使用量+血糖水平控制理想#就降低了感染的概率+另外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经过肠内营养支持#血清总蛋白及

清蛋白均较治疗前提升#由此说明肠内营养支持有助于改善患

者的代谢状态#促进合成代谢)

8,"'

*

#有助于改善病情+两组肠

内营养剂对患者生命体征,电解质,血脂及胃肠道耐受情况均

无不良影响#比较安全+

总之#瑞代对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营养支持时对血糖的影

响较小#有助于改善病情#可以作为肠内营养时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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