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高黝#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生化检验及免疫学检验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3<

!

M:$4

9

<34

9

)'*

"

')*,;2?

(

!论
!!

著!

住院患者鼻咽灌洗液标本中呼吸道感染病毒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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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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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对住院患者鼻咽灌洗液标本中的呼吸道感染病毒进行检测及耐药性分析$方法
!

选取
#"')

年该院住院患者

*"/'

例!其中呼吸道感染患者
--)

例!采集受试对象鼻咽灌洗液进行研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病毒抗原谱!并进行病毒

耐药性分析$采用
OXOO'(,"

统计软件包完成数据处理$结果
!

呼吸道感染病毒检出阳性率为
'(,//.

!其中
''

月最高!阳性率

为
*-,)*.

!与其他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阳性率超过全年平均水平的高发月为
'"

!

'#

月$病毒分布特征总体

以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进一步对该院呼吸道感染阳性率超过全年平均水平的高发月"

'"

!

'#

月#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提

示!此阶段
'V

岁以下患者病毒检出阳性率为
*#,)'.

!

'V

!

)"

岁者为
*",('.

!

)"

岁以上者为
#V,)#.

!

*

个年龄段阳性率及男%女

性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V

株
0*

型流感病毒中检出
!*

株对金刚烷胺耐药!总耐药率为
(!,'!.

$结论
!

病

毒分布特征总体以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且在儿童患者人群中占比最高$

关键词"免疫荧光法&

!

住院患者&

!

鼻咽灌洗液&

!

呼吸道感染&

!

病毒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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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鼻作为整个呼吸道的

起始器官#是阻止呼吸道病原体进入机体的第一道防线#同时

也是病原体入侵的门户#呼吸道感染包括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

感染#上呼吸道感染病原可随呼吸道黏膜蔓延至下呼吸道#引

起支气管炎及肺炎等)

'

*

(临床上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病原主要

包括病毒和细菌(以往研究显示#目前已知的引发呼吸道感染

的病毒有
#""

多种#如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副

流感病毒'腺病毒等)

#+-

*

(本研究对住院患者鼻咽灌洗液标本

中呼吸道感染病毒检测及耐药情况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本院住院患者
*"/'

例#检出呼

吸道感染患者
--)

例#男
#)V

例#平均年龄$

*!,V-WV,!*

%岁#

女
#VV

例#平均年龄$

*-,*!WV,/'

%岁(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纳入的受试对象为
#"')

年在本院住院#且

病历资料完整#能配合本研究的患者#全部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

!

排除标准
!

排除门诊患者及严重全身性疾病患者&排

除各种原因不能配合本研究的受试对象(

$,'

!

研究方法
!

采集受试对象鼻咽灌洗液进行研究(采用免

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病毒抗原谱#采用
T3$

9

42783;F

D

KB3A7

#

L4;,

公司的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完成对鼻咽灌洗液标本的

病毒类病原检测(采用病毒
RJ0

提取试剂盒$

gL0$?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KG6AQ<34

!

T6;6?K6B#"'(

!

U2<,'!

!

J2,#!



U3B$<RJ0 G343b38

#德国
gL0

9

64

公司%'实时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反应$

R1+XQR

%试剂盒$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及
1$b$R$

试剂'

XQR

扩增仪$

%

@@

64A2B>

#德国%进行病毒耐药性分析(病

毒
RJ0

的提取操作过程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执行#然后进行病

毒
;TJ0

合成#引物按照文献并由宝生物工程$大连%公司合

成(引物序列为!上游引物
-j+1&& &0Q 1Q0 1QQ 10&

Q1Q+*j

#下游引物
-j+Q00101Q00&1&Q00&01+*j

(通

过
R1+XQR

测定与分析#并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

&64Z$4N

上下载的烷胺类药物敏感参比株$

Qi"**)*/0

"

J6C

i2BN

"

--

"

#""!

%

G#

基因耐药位点片段比较(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XOO'(,"

统计软件包完成数据库建

立工作#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IWA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其构成比或率描述#组

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项指标在男'女性受试对象中的分布情况
!

见表
'

(

本研究中
'V

岁以下患者所占比例接近
-".

#

'V

!

)"

岁的成年

人所占比例约为
'-.

#

)"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约占
*).

&患者

来自儿科的比例也相应比较高#接近
!".

#另外主要来自于内

科(本研究中患者的呼吸道感染属于急性感染者比例为
V-.

左右#慢性感染占
'-.

左右(

/,/

!

受试对象病毒病原学分布特征比较
!

见表
#

(本研究本

院住院患者中
#"')

年呼吸道感染病毒检出阳性率为
'(,//.

#

其中最高月份为
''

月#阳性率为
*-,)*.

#与其他月份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阳性率超过全年平均水平的高发月份

为
'"\'#

月#病毒的分布特征总体来说以呼吸道合胞病毒阳

性率最高#分别分析各月病毒的种类分布情况提示#

*

月检出

的
Z

型流感病毒阳性率最高#

!

'

-

及
(

月检出副流感病毒的阳

性率最高#

V

月检出
0

型流感病毒阳性率最高#

'"\'#

月检出

的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

表
'

!!

各项指标在男#女性受试对象中的分布情况$

,

%

.

&'

项目 男$

,]#)V

% 女$

,]#VV

% 合计$

,]--)

%

年龄$岁%

!%

'V '*'

$

!V,VV

%

'*V

$

!(,/#

%

#)/

$

!V,*V

%

!

'V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

#"'

$

*),'-

%

就诊科室

!

儿科
'"V

$

!",*"

%

''(

$

!",)#

%

##-

$

!",!(

%

!

内科
/V

$

*),-(

%

'""

$

*!,(#

%

'/V

$

*-,)'

%

!

外科
#/

$

'",V#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感染

!

急性
##!

$

V*,-V

%

#-'

$

V(,'-

%

!(-

$

V-,!*

%

!

慢性
!!

$

'),!#

%

*(

$

'#,V-

%

V'

$

'!,-(

%

/,'

!

呼吸道感染高发月份受试对象病毒分布的性别及年龄特

征
!

见表
*

(进一步对本院超过全年平均水平高发的
'"\'#

月进行呼吸道感染阳性率深入分析#结果提示#此阶段
'V

岁以

下者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

#

'V

!

)"

岁者为
*",('.

#

)"

岁以上者为
#V,)#.

#

*

个年龄段及男'女性之间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受试对象各种病毒病原学分布特征

病毒类型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V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合计

流感病毒
" " -! '# " " " '# ) V '( '' '#"

!

0

型流感病毒
" " ! " " " "

'#

2

) V '( '' -V

!

Z

型流感病毒
" " -"

2

'# " " " " " " " " )#

副流感病毒
- # - #-

2

*"

2

'! '(

2

* * ! '- ( '*"

呼吸道合胞病毒
V * ! '# '! '" V - #

'!

2

V#

2

'##

2

#V!

2

腺病毒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V #" '' #/ ''! '!* --)

检测总数
'V- '/" !(! *') #(* ')V ##/ 'V" '-' '#! *#" !V' *"/'

阳性率$

.

%

(,"* #,)* '*,#/ '(,"/ '),V- '(,V) '#,#* '','' V,#( #*,*/

*-,)*

"

#/,(* '(,//

!!

注!与其他月份比较#

"

!

%

","-

&与其他病毒比较#

2

!

%

","-

表
*

!!

呼吸道感染高发月份受试对象病毒病分布的性别及年龄分布特征

病毒类型
男$

,]'!"

%

%

'V

岁
'V

!

)"

岁
$

)"

岁

女$

,]'!!

%

%

'V

岁
'V

!

)"

岁
$

)"

岁

合计$

,]#V)

%

%

'V

岁
'V

!

)"

岁
$

)"

岁

流感病毒
V * ) '' * - '/ ) ''

!

0

型流感病毒
V * ) '' * - '/ ) ''

!

Z

型流感病毒
" " " " " " " " "

副流感病毒
) ' ! ( * - '* ! /

呼吸道合胞病毒
)#

2

V */ )'

2

( */ '#-

2

'- (V

腺病毒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KG6AQ<34

!

T6;6?K6B#"'(

!

U2<,'!

!

J2,#!



续表
*

!!

呼吸道感染高发月份受试对象病毒病分布的性别及年龄分布特征

病毒类型
男$

,]'!"

%

%

'V

岁
'V

!

)"

岁
$

)"

岁

女$

,]'!!

%

%

'V

岁
'V

!

)"

岁
$

)"

岁

合计$

,]#V)

%

%

'V

岁
'V

!

)"

岁
$

)"

岁

合计
(# #' !) (V ## !( '-" !* /*

检测总数
##V )V ')" #*# (# ')- !)" '!" *#-

阳性率$

.

%

*',-V *",VV #V,(- **,)# *",-) #V,!V *#,)' *",(' #V,)#

!!

注!与
'V

!

)"

岁'

$

)"

岁者比较#

2

!

%

","-

/,1

!

病毒耐药性分析
!

与参比株比较#按照
G#

蛋白跨膜区

的
-

个氨基酸位点上存在第
#)

'

#(

'

*"

'

*'

'

*!

位
-

种情况中的

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变异会导致毒株产生对烷胺类药物耐药#以

此为标准#在本研究
-V

株
0*

型流感病毒中检出
!*

株对金刚

烷胺耐药#总耐药率为
(!,'!.

(

'

!

讨
!!

论

在呼吸道感染中#病毒是重要的病原#迄今为止#已知有超

过
#""

种病毒可引呼吸道感染#常见的呼吸道病毒有呼吸道合

胞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鼻病毒等(随着人们

对呼吸道感染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的新病毒种类数量不

断增加(同时#随着临床诊疗的进步及抗感染药物的广泛使

用#病毒的耐药性突变也随之增加#且逐渐成为临床工作的一

大挑战)

)+V

*

(本研究对
#"')

年本院的住院患者呼吸道感染情

况及感染病毒的分布进行分析#选取
#"')

年各科室住院且符

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

例#检出呼吸道感染阳性患者
--)

例#男
#)V

例#女
#VV

例#平均年龄$

*!,/(WV,)/

%岁#男'女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本研究中
'V

岁以下患者

所占比例接近
-".

#

'V

!

)"

岁的成年人所占比例约为
'-.

#

)"

岁以上老年患者约占
*).

(患者来自儿科的比例也相应较

高#接近
!".

#此外主要来自于内科(本研究中患者的呼吸道

感染属于急性感染者比例为
V-.

左右#慢性感染占
'-.

左右(

既往研究结果提示#通过咽拭子进行病毒分离的病毒检出率在

-.

!

#-.

)

/+'"

*

#本研究住院患者中
#"')

年呼吸道感染病毒检

出阳性率为
'(,//.

#其中最高月份为
''

月#阳性率为

*-,)*.

&阳性率超过全年平均水平的高发月份为
'"\'#

月(

病毒的分布特征总体来说以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分

别分析各个月份病毒的种类分布情况提示#

*

月检出的
Z

型流

感病毒阳性率最高#

!

'

-

及
(

月检出的副流感病毒阳性率最

高#

V

月检出的
0

型流感病毒阳性率最高#

'"\'#

月检出的呼

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其他月份病毒阳性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

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一般在冬春季)

''+'#

*

#本院呼吸道

感染阳性率超过全年平均水平的高发月份为
'"\'#

月#对此

时间段相关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提示#此阶段
'V

岁以下者

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

#

'V

!

)"

岁者为
*",('.

#

)"

岁以

上者为
#V,)#.

#

*

个年龄段阳性率及男'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

%#呼吸道合胞病毒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占比最

高(目前临床对于呼吸道感染常使用的抗病毒药物包括神经

氨酸酶抑制剂及
G#

离子通道蛋白抑制剂#后者即烷胺类药

物#这类药物价格便宜#自
'/()

年和
'//*

年金刚烷胺和金刚

乙胺分别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之后#在全球很多

国家都在常规使用#但是容易产生耐药性的问题也逐渐成为临

床上面临的难题)

'*+'!

*

(本研究与参比株比较#在
G#

蛋白跨膜

区的
-

个氨基酸位点上存在第
#)

'

#(

'

*"

'

*'

'

*!

位
-

种情况中

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变异会导致毒株产生对烷胺类药物耐药#

以此为标准#在本研究
-V

株
0*

型流感病毒中检出
!*

株对金

刚烷胺耐药#总耐药率为
(!,'!.

(

总之#

#"')

年本院住院患者中呼吸道感染病毒检出阳性

率为
'(,//.

#其中最高为
''

月#高发月为
'"\'#

月(病毒的

分布特征总体来说以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最高#且在儿童患

者人群中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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