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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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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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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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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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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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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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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病原体
(

;

-

抗体检

测情况!了解该地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病学情况%方法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分别检测
2##.

例呼吸道感

染患者血清中嗜肺军团菌"

)Z

$&肺炎支原体"

-Z

$&

k

热立克次体"

K]b

$&肺炎衣原体"

KZ

$&呼吸道合胞病毒

"

/WS

$&腺病毒"

,JS

$&甲型流感病毒"

(Q,

$&乙型流感病毒"

(Q\

$&副流感病毒"

Z(SW

$

1

项病原体
(

;

-

抗体!

分析各种病原体的感染率及不同季节的感染情况%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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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血清中单项病原体检出率为
$2%+"a

!

其中
(Q\

为
$#%'&a

!

-Z

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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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

!

)Z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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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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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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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

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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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为
&%1+a

!

KZ

为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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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病原体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a

!

*

项病原体联合检出率为

$%2+a

!

2

项病原体联合检出率为
&%#1a

%

(Q\

&

-Z

&

Z(SW

和
)Z

在不同季节检出率也有差异%结论
!

该院呼

吸道感染病原体以
(Q\

&

-Z

&

Z(SW

和
)Z

感染为主%

)Z

&

-Z

&

(Q\

&

Z(SW

在春季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应

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和不同的季节应及早预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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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是一种比较常见+多发+易流行的传

染性疾病#尤其好发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儿童及老年

人'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较多#感染性强+

临床症状不明显'约
1.a

的呼吸道疾病是由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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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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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引起#因此#精确诊断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

尤其重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就

诊的呼吸道感染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为德国欧蒙荧光显微

镜#试剂为西班牙
S(/KV))

公司生产的免疫荧光分

析试剂盒'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取空腹静脉血
*

C)

#

$=

内分离血清#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中嗜

肺军团菌$

)Z

&+肺炎支原体$

-Z

&+

k

热立克次体

$

K]b

&+肺炎衣原体$

KZ

&+呼吸道合胞病毒$

/WS

&+

腺病毒$

,JS

&+甲型流感病毒$

(Q,

&+乙型流感病毒

$

(Q\

&+副流感病毒$

Z(SW

&

1

项病原体的
(

;

-

抗体'

阳性判定!

,JS

+流感病毒+

/WS

和
Z(SW

整个包被孔

中有
#a

!

#.a

细胞的细胞核+细胞质或细胞膜出现

苹果绿色荧光$

Z(SW

和
/WS

感染时能同时观察到着

色的合胞&%

)Z

+

KZ

或
K]b

感染时整体呈现出苹果绿

色荧光%

-Z

感染时在细胞外围呈现苹果绿色荧光'

阴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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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

(Q,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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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W

的细胞呈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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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组间中的
$

组比较采用

I*A%&8

精确概率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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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病原体检测结果
!

本

院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以
(Q\

+

-Z

+

Z(SW

+

)Z

感染为

主#

1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

;

-

抗体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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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W

的

阳性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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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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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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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

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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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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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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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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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阳性率高于

K]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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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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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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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阳性率高于
K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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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1

#

!d&%&&&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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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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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阳性率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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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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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的阳性率略高于
Z(S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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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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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阳性率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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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的阳性率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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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阳性率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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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病原体阳性检出率为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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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病原体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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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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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病

原体联合检出率为
$%2+a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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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病原体联

合检出率为
&%#1a

$

+

"

2##.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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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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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病原体
(

;

-

抗体检测

!!!

阳性率%

'

#

a

$'

'd#&$*

&

病原体 阳性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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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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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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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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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标本中可检测多种病原体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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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呼吸道感染
1

项病原体的检测结果
!

)Z

+

-Z

+

(Q\

和
Z(SW

在不同季节间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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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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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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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很多#其临床诊断

十分困难#主要靠实验室检查'常用确诊方法有组织

培养+病原体分离培养+核酸扩增#但这些方法操作复

杂#耗时长#阳性率低#因而其应用有很大的局限

性(

#

)

'近年来#随着免疫标记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

是
1

项呼吸道病原体的联合检测使呼吸道感染的快

速诊断显得方便快捷'间接免疫荧光法因其操作简

单#特异度及灵敏度高$可达
1+a

&等优点#被临床实

验室广泛使用(

$

)

'

(

;

-

抗体是近期病毒感染的重要

指标#一般情况下初次感染
#

周左右出现#可持续存

在
$

!

*

个月#灵敏度较高#能为临床提供早期诊断的

依据'

本研究表明#山东地区呼吸道感染患者单项病原

体检出率为
$2%+"a

#

$

项病原体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a

#

*

项病原体联合检出率为
$%2+a

#

2

项病原体

联合检出率为
&%#1a

'在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

中#排在前
2

位的是
(Q\

+

-Z

+

Z(SW

+

)Z

#与其他病原

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所有病原

体中#

(Q\

阳性率为
$#%'&a

$

$$$

"

#&$*

&#居首位#表

明上呼吸道感染是本地区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之一'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咽炎+发热+全身不适等

普通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Q\

主要侵袭呼吸道

黏膜上皮细胞#当病毒蔓延至下呼吸道#则引起支气

管炎 和 间 质 性 肺 炎(

*

)

'

-Z

检 出 率 为
$#%*&a

$

$#+

"

#&$*

&#居第二位#其广泛存在与自然界#传染源

为患者或者带菌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黏附

于黏膜上皮细胞上#释放有毒代谢产物#引起细胞损

伤+呼吸道和肺部的急性炎症改变(

2!.

)

'本文中
)Z

检

出率为
#*%#&a

$

#*2

"

#&$*

&#与其他学者报道的不

同(

"!'

)

#可能原因为不同地区的气候环境+空气质量差

异#以及检测方法不同导致检测结果不同(

+

)

'

)Z

主

要通过气溶胶传播#公共场所及医院中的冷热系统和

空调设备中的加湿器均可成为传染源'也有报道显

示
)Z

可引起多源性+坏死性肺炎#累及肺部及其他器

官(

1

)

'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及老年人或心肺功能障碍

的患者特别容易被感染(

#&!##

)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病原体的流行有明显的季节

性#

)Z

+

-Z

+

(Q\

+

Z(SW

在春季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

季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呼吸道疾病的

发病在春季感染最多#其次是冬季#原因与山东地区

气候有关#春+冬季气候干燥#天气寒冷#雾霾严重#病

原体容易在不同人群中传播扩散(

#$

)

'因此#本地区应

针对不同季节#不同的病原体提前做好疾病的预防与

宣传#以便及时发现+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以免延误

病情'

综上所述#了解山东地区的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

分布情况#对山东地区呼吸道疾病患者尽早进行病原

体
(

;

-

检测#确定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为及时

治疗呼吸道感染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可以预防滥用抗

菌药物导致的耐药菌株的产生#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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