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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引起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繁多#一种病原体可引起多种临床表现#

同一临床表现又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且不同地区流行状况存

在差异#给临床带来的难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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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感染的病原体进行监测#了解顺德地区流行现状#为临床

诊疗提供可靠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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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是基于待测标本中的抗体与

吸附在载玻片上的抗原发生的反应#可以同时检测引起呼吸道

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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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病原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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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近期感染的有效标志物#临床上可用于病原学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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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顺德地区引起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

原体检出阳性率较高#达
86&)5

%各种病原体均有检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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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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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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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常见(病原菌检出情况与各地报

道有所相似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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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顺德地区
MR$

检出率

较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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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所检病原体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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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嗜肺军团菌产生

在自然环境中#在温水及潮热的地方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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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活

跃#该菌可在淋浴器'矿泉池'喷泉及空调设备的冷却水塔内大

量繁殖(人们通常是由于呼吸了被军团杆菌污染的水源散发

的水雾由呼吸道进入肺部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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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地区地处亚热带

温湿气候#潮湿天气和适宜的气温给细菌和病毒提供了便利的

滋生条件#而泡温泉'使用空调等生活习惯#可能也是引致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体及嗜肺军团病症高发的主要根源#对于抵抗力

弱的儿童更具威胁(

本研究选取了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
8

种不同感染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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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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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易诱发儿童急性支气管炎#其

次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MR$

主要引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其

他病原体散在发病(病原体一年四季均可检出#春'夏'秋均为

高发季节#可能与顺德地区除冬季气温稍低'气候略为干燥外#

其余季节差别不大有关(感染年龄除
$

个月至
$

岁外#本次调

查中
$

!

$8

岁均为易感人群#病原体阳性检出率超过
'(&(5

%

婴儿断奶后#从母体继承的免疫功能开始减退#而本身的免疫

功能未完全建立起来#呼吸道分泌
K

,

"

的量很少#不能保护呼

吸道黏膜免受细菌'病毒的侵袭#易患呼吸道感染(儿童应加

强户外运动%减少出入人群集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在家

中减少空调使用%成人患者应避免与健康儿童接触#避免交叉

感染%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清洁淋浴头'空调等易滋生病

菌的物品(

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当抵抗力下降时原已存在或

外界侵入的病毒或细菌繁殖导致感染#甚至引发严重的并

发症(

综上所述#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学因不同地域'季节'年

龄等而有所差异(因此#针对顺德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

快速'准确地进行病原学分析#了解顺德地区流行情况#不仅是

诊疗依据#也是合理选择用药的基础(另外注意加强易感季节

儿童的防护#从而有效降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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