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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川中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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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川中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学流行的特点$方法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就诊并诊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

例儿童!检测其血清
)

种特异性呼吸

道病原体
L

:

Q

抗体+

c

热立克次体"

MTb

#&肺炎衣原体"

MY5

#&肺炎支原体"

QY

#&副流感病毒
#

&

!

&

$

型"

YLN8

#&

呼吸道合胞病毒"

/aN

#&甲型流感病毒"

LUI'

#&嗜肺军团菌血清
#

型"

VY#

#&腺病毒"

'WN

#&乙型流感病毒

"

LUI(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例标本共检出呼吸道病原体
L

:

Q

抗体阳性
#&*#

例!阳性率

##,*-

%

QY

阳性检出率最高为
*,.-

!其次是
YLN8

&

/aN

&

LUI(

&

'WN

&

VY#

&

LUI'

!但均未检出
MTb

和
MY5

$

女性患儿
QY

阳性率显著高于男性"

5

$

",".

#$各年龄段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不同"

5

$

",".

#!

%

"

#&

岁

组感染率最高!明显高于
"

"

#

岁组!所有年龄段&不同月份
?QY

检出率最高!主要分布于
)

&

##

&

#!

月份"

%

#"-

#!

YLN8

高发于
)

&

#"

月!

/aN

高发于
#"

月!其余散在分布$结论
!

该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呼吸道病

原体主要是肺炎支原体&副流感病毒
#

&

!

&

$

型&呼吸道合胞病毒!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学龄前患儿发病率

较高!

$

#

岁患儿发病率偏低!冬季相对高发$

关键词"呼吸道病原体%

!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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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

'/L

%是儿童较为常见的感染性

疾病#全球
.

岁以下病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占

#*-

'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主要分为细菌*病毒*非典

型病原体
$

大类#而近年来#大部分感染是由病毒及

非典型病原体引起(

#

)

'不同地区病原体感染分布状

况可能不同#而各病原体的治疗原则也各不相同'因

此#检测该地区儿童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状况可分析及

预测流行病学趋势#及时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就诊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共计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

例#男
%.&"

例#女
&)+%

例#男*女性比例

#,.!k#

#年龄
"

"

#&

岁#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儿科

学$第
*

版%-#将患儿分为
&

组#即婴儿期
"

"

#

岁#幼

儿期
#

"

$

岁#学龄前期
$

"

%

岁#学龄期
%

"

#&

岁'

呼吸道感染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学$第
*

版%-

诊断标准'

$,/

!

仪器与试剂
!

)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L

:

Q

抗体

检测试剂盒#由西班牙格拉纳达阿维塞纳
NL/MOVV

公司生产#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德

国
O]/Ta9;@

(

Y>B8

荧光显微镜'

$,'

!

方法
!

采取患儿空腹外周静脉血
$

"

&DV

于绿

色真空静脉采血管中#

#<

内送至检验中心#

$"""@

"

D45

离心
#.D45

或
#$"""@

"

D

离心
#"D45

#取上层

血清#如不能立即检测则
!

"

* i

低温保存#不超过

*<

'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采用间接免疫荧光

法$

LI'

%检测血清
)

项呼吸道病原体
L

:

Q

抗体(

c

热

立克次体$

MTb

%*肺炎衣原体$

MY5

%*肺炎支原体

$

QY

%*副流感病毒
#

*

!

*

$

型$

YLN8

%*呼吸道合胞病毒

$

/aN

%*甲型流感病毒$

LUI'

%*嗜肺军团菌血清
#

型

$

VY#

%*腺病毒$

'WN

%*乙型流感病毒$

LUI(

%)'阳

性结果判读!可观察到
'WN

*流感病毒*

/aN

*

YLN

的

整个包被孔中有
#-

"

#.-

细胞的细胞核*细胞质或

胞膜出现苹果绿色荧光$在
YLN

和
/aN

中能同时观

察到着色的合胞%&军团菌*

MY5

或
MTb

中所有的菌

体呈现出苹果绿色荧光&支原体出现细胞外围苹果绿

色荧光'阴性结果判读!可观察到
VY#

*

MY5

*

MTb

无

荧光#支原体*

'WN

*

LUI'

*

LUI(

*

/aN

和
YLN

的细

胞呈现红色'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Yaa#),"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或
I48<7@

确切概率法#

5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项呼吸道病原体总感染率分布结果
!

QY

*

YLN8

*

/aN

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

*

#,.-

*

#,!-

#

明显高于其他几种病原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QY

阳性率明显高于
YLN8

和
/aN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5

$

",".

%'

/,/

!

不同性别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分布结果
!

男性患儿
%.&"

例#共检出病原体阳性
%!&

例#总阳性

率
),+-

#女性患儿
&)+%

例#共检出病原体阳性
%.+

例#总阳性率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QY

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病原体#其中女性
QY

阳性

率为
##,)-

#男性为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其余各病原体男*女性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5

$

",".

%'

/,'

!

不同年龄段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分布结

果
!

各年龄段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最高为
QY

#

其中
%

"

#&

岁年龄段最高#为
#),!-

#其余均小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

"

#

岁组
QY

感染率最低#为
&,"#-

#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5

$

",".

%&

/aN

在
"

"

#

岁年龄段感染率

最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其余各

种病原体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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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月份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分布结果
!

QY

检出率在不同月份最高#与其他病原体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5

$

",".

%#而不同月份
QY

的感染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较高是
)

*

##

*

#!

月份

$

%

#"-

%&

YLN8

在
)

*

#"

月份的检出率最高#与其他

月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aN

在
#"

月份的检出率最高#与其他月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5

$

",".

%&其余各种病原体不同月份和不同种类

病原体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呈全

年散发状态'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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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分布结果

病原体
"

"

#

岁$

-e%&+#

%

例数$

-

% 阳性率$

-

%

#

"

$

岁$

-e!)%&

%

例数$

-

% 阳性率$

-

%

$

"

%

岁$

-e#+!*

%

例数$

-

% 阳性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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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

%

例数$

-

% 阳性率$

-

%

MTb " ","" " ","" " ","" " ",""

MY5 " ","" " ","" " ","" " ",""

QY !)) &,"# &.# #.,#+ !$" #&,#$ *+ #),!"

YLN8 )# #,!! .) #,)* !* #,%! #" !,!$

/aN #&& #,)$ & ",#$ & ",!. $ ",+%

LUI' # ","# " ","" " ","" " ",""

VY# " ","" " ","" ! ",#! " ",""

'WN &* ",+& !$ ",%% * ",&) ! ",&.

LUI(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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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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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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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份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分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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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群体#且发作反复#如

不及时治疗#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

育和心理健康'目前#临床检测方法主要有培养分离

法*血清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培养虽是检测的金

标准#但受取材*培养时间等限制#很少用于临床&分

子生物学检测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但对技术要

求严格且成本高昂#难以在临床推广'本研究采用

LI'

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特异性和敏感性均高#

可同时快速*准确地检测多种病毒和非典型病原体#

及时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
#!.##

例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总阳性率是

##,*-

#低于有关研究报道的总阳性率
$&,#-

"

%!,"-

(

!0+

)

'其中
QY

*

YLN8

*

/aN

阳性率最高#与苏

州地区的
QY

和
/aN

最高感染基本相符#而与湖南

地区报道的
/aN

和
'WN

最高有所不同#可能受地

区*气候*诊断标准等因素影响(

%0*

)

'未检出
MTb

和

MY5

#这可能是因为
MTb

的传染源为家畜#而本研究

对象是儿童#与家畜接触概率较少#导致几乎无感染&

而
MY5

以成人和青少年感染为主'女性患儿阳性率

均高于男性患儿#且
QY

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与周博(

)

)报道相符'

各年龄段患儿总感染率结果表明#

%

"

#&

岁年龄

段阳性率最高#可能是由于此时小儿免疫系统尚未发

育完全#而又常活动于人口密集的学校等场所#极大

地增加了接触病原体和交叉感染的概率&而
"

"

#

岁

年龄段明显低于其他#可能与
#

岁以下患儿活动范围

小#与病原体接触概率少且尚带有母体提供的抗体有

关&

#

岁以上患儿感染率呈上升趋势#但较为稳定'

QY

感染除
"

"

#

岁偏低外#余均趋于稳定#

/aN

高发

于
#

岁以内婴儿#与李涛等(

#"

)报道大致相同'

不同月份病原体感染率的分布呈一定的流行性

趋势#

YLN8

高发于
)

*

#"

月份#

/aN

高发于
#"

月份#

而
QY

感染率月份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

但阳性率偏高的是
)

*

##

*

#!

月份#故冬季为该地区儿

童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应予以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该地区呼吸道病原体主要是
QY

*

YLN8

*

/aN

#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学龄前儿童发

病率较高#

#

岁以内患儿发病率偏低#冬季相对高发'

通过对急性呼吸道感染标本病原学分析#了解该地区

呼吸道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有效预防和及

时诊断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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