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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

探讨尿肺炎链球菌检测对儿童下呼吸道感染快速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
!

收集
$#".

年
4

"

"#

月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的住院患儿
00

例!采集尿液标本用于检测尿中肺炎链球菌抗原!同时进行血液分析和
5

反应蛋白"

5]&

#检测$结果
!

00

例患儿中!尿肺炎链球菌检测%白细胞计数"

cZ5

#和
5]&

的阳性率分别为

.-!!3

%

$!-(03

和
!.-!!3

'而对于明确的肺炎链球菌感染者!三者的阳性率类似!均达
(!-##3

以上$结论
!

尿肺

炎链球菌快速检测技术联合
cZ5

和
5]&

检测!有助于临床医生辅助快速诊断链球菌感染$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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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

K&

%被认为是社区儿童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

的主要致病菌#可引起儿童肺炎)脑膜炎)菌血症)中耳炎和鼻

窦炎等*

"

+

,肺炎链球菌属于苛养菌#营养要求高#培养所需时

间长#鉴定程序繁琐#且阳性率较低*

$

+

,目前临床上诊断的主

要依据是痰培养和血培养#所需时间较长#影响临床用药的及

时性#并且因为取样部位的不确定性致使结果出现假阴性#延

误临床诊断与治疗,研究显示#尿肺炎链球菌抗原是一种可溶

性抗原#在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机体中可有这种抗原的存在#因

此#本研究用免疫层析法 $

P5%

%测定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尿液

标本中肺炎链球菌抗原#旨在探讨其临床诊断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收集
$#".

年
4

"

"#

月江苏省妇幼保

健院儿科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
00

例#年龄为
'

个月至
!

岁#其

中男
''

例#女
''

例(所有患儿均符合小儿下呼吸道感染诊断

标准*

'

+

,

$-/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所有患儿在入院时#采集手指末梢血

检测白细胞计数$

cZ5

%和
5

反应蛋白$

5]&

%#并留取尿液标

本#收集后#

$.@

内测定尿肺炎链球菌,

$-'

!

仪器与试剂
!

cZ5

检测采用
KdKQWU

公司的
UK/##+

血球仪#

5]&

检测采用
Y]PYS

公司的
eE+C\]:=DO95]&

检

测仪#尿肺炎链球菌抗原的检测采用
72W]W

公司的
Z+,=̀

SYc

试剂盒,

$-1

!

试验原理与检测方法
!

肺炎链球菌抗原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是一种薄膜免疫层析试验#用于检测人类尿液和脑脊

液中肺炎链球菌的可溶性抗原,兔抗肺炎链球菌抗体被吸附

到硝酸纤维素膜上作为样本线#对照抗体作为另一条线吸附到

同一膜上,结合有可视粒子的兔抗肺炎链球菌抗体和抗种抗

体干燥结合到惰性纤维支持物上#形成的结合物垫和带条纹的

膜结合到一起组成检测条,检测条和放拭子标本的孔位于一

个书形铰链状检测卡的两侧,试验时#将患儿尿液与试剂盒从

冰箱取出#平衡至室温,将拭子浸入尿液标本中#取出插入检

测卡底部的孔中,向底部的孔中加入
7

试剂
'

滴#将检测卡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

卷第
"(

期
!

2=>Q:D5?+,

!

K:

F

<:*>:A$#"!

!

R9?-"$

!

S9-"(

"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

%,

!!

作者简介!张美娟#女#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检测研究,

!

#

!

通讯作者#

W8*=+?

!

"'/"'4'#$(/

!

"0'-C9*

,



闭合#使样本与检测条相触,

"!*+,

后在窗口判读结果,出

现
$

条紫红色的色带线#则视为阳性结果(只出现对照线#视为

阴性结果,若对照线未出现#则视为无效结果#应重新试验,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KK"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

析#

N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
00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有
'

例尿肺炎链球菌检测

结果阳性#阳性率大约为
.-!!3

(而对于明确的肺炎链球菌感

染的阳性率大约为
(!-##3

,而
cZ5

和
5]&

的检测结果显

示#

cZ5

增高者占
$!-(03

#

5]&

增高者占
!.-!!3

(对于明确

的肺炎链球菌感染#两者的阳性率则分别为
(!-##3

和

"##-##3

,与尿肺炎链球菌检测结果类似,患儿
cZ5

)

5]&

和尿肺炎链球菌联合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cZ5

'

5]&

和尿肺炎链球菌联合检测结果

分组
1

cZ5

$

f"#

4

"

2

%

%

4-! '-!

"

4-!

$

'-!

5]&

$

*

1

"

2

%

%

/

&

/

肺炎链球菌

阳性$

a

% 阴性$

6

%

肺炎链球菌败血症
" " " "

肺炎链球菌肺炎
' $ " ' $ "

非肺炎球菌感染
0$ ". .! ' '$ '# 0$

'

!

讨
!!

论

肺炎链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常寄居于健康人的鼻咽

部#儿童鼻咽部带菌率可达
$.-##3

"

'$-##3

(肺炎链球菌有

近
'#

个血清型对人有致病性#是细菌性肺炎的主要病原体#尤

其易导致儿童感染*

'8.

+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

每年约有
"0#

万人病死于肺炎链球菌感染#

!

岁以下儿童有

(#

"

"##

万人#其中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

+

,在亚太地区#

每小时约有
.4

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性肺炎*

0

+

,早期有效的抗

菌药物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死率#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寻找快速)

可靠的诊断技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肺炎链球菌肺炎的临床

诊断主要依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和临床症状#确诊则必

须通过从标本中分离出病原菌,肺炎链球菌培养鉴定繁琐)耗

时长#且漏检率高#不能满足临床快速诊断的需要,

本研究中采用的免疫层析法#也是目前广泛用于肺炎链球

菌诊断的快速方法,其检测的抗原为
58

F

9?

H

;=CC@=A+D:

抗原#

是位于细菌细胞壁的可溶性
5

多糖抗原#为肺炎链球菌各血

清型所共有,由于该检测方法以尿样为检测对象#故又称为尿

抗原检测法*

(

+

,尿抗原是一种可溶性抗原#在不同患者中的水

平差别较大#取决于感染时间)感染的严重程度及机体产生的

抗原量,但是携带肺炎链球菌的正常儿童体内产生的抗原量

一般较少*

/

+

,该检测方法在标本收集)储存和运输等方面具有

较大的优势#而且检测结果不受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影响#不

仅能够快速提供诊断依据#更在抗菌药物使用方面具有指导意

义#为诊断肺炎链球菌肺炎提供了快速)有效的辅助诊断方法,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具有下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儿进行尿

肺炎链球菌检测的阳性率约为
.-!!3

#对于确定的肺炎链球

菌感染者阳性率则达到
(!-##3

,而
cZ5

和
5]&

增高者则

分别达到
$!-(03

和
!.-!!3

#显著高于免疫层析法#但这两者

缺乏特异性#在其他病原菌感染时亦会升高(并且在对于明确

的肺炎链球菌感染时的阳性率则与免疫层析法相似,因此#联

合检测尿肺炎链球菌)

cZ5

和
5]&

有助于明确诊断小儿下呼

吸道感染,但本研究中的检测阳性率低于庞伟斌等*

4

+的研究

$

"4-''3

%以及李莉等*

"#

+的研究报道$

'!-$43

%#究其原因可

能是本研究中纳入的研究标本量较少#标本收集的季节不同#

以及研究对象纳入条件的差异等,

综上#尿肺炎链球菌快速检测技术联合
cZ5

和
5]&

检

测#有助于临床医生辅助快速诊断链球菌感染#指导临床早期

用药#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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