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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博卡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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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了解中山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博卡病毒"

&'()

#感染情况$混合感染及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共
$%,"

例作为研究对象!同期完善相

关病原学检查!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

"

/01-./

#对其鼻咽分泌物进行
&'()

检测!收集相关资料%

结果
!

$%,"

例患儿中!

&'()

阳性
"%$

例!检出率为
!2%3

!男性患儿
*"+

例!阳性构成比
+*2#3

!女性患儿
,#

例!阳性构成比
4#2"3

%

$

*

岁$

*

!$

4

岁$

4

!$

,

岁!以及
%

,

岁患儿的
&'()

检出率分别为
"2%$3

$

*25+3

$

%2#*3

$

%2*!3

%从月份上来看!

,

$

#

月最高为
**2,3

!

5

月为
**243

%从季节上来看!夏$秋季分别为
4%253

$

"!2!3

%

+$

例"

4*2$3

#患儿存在混合感染!

$

*

岁
"+

例"

*"2,3

#!

*

!$

4

岁
"5

例"

*$2"3

#!混合感染细菌的

最多为
$"

例"

"%2+3

#!双重感染
"$

例"

**2#3

#!混合感染的病原体!小于
*

岁混合感染中呼吸道合胞病毒
5

例!鼻病毒
$

例!

*

!$

4

岁肺炎支原体感染
+

例!流感嗜血杆菌
+

例!鼻病毒
4

例!

4

!$

,

岁及
%

,

岁主要为
6-

感染%结论
!

&'()

是中山地区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之一!主要感染婴幼儿!混合感染常见!但对病情无明显

影响!流行季节在夏秋季!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肝功损害$心肌损害并发症少%

关键词"人博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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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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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博卡病毒$

&'()

%是瑞典科学家
7UU7VXW/

等)

*

*于
"%%!

年从小儿呼吸道感染分泌物中发现的一

种新型细小病毒#目前已检测出
$

种基因型#

&'()*

型主要与呼吸道疾病相关#

&'()"

!

$

型与肠道感染

相关)

"14

*

(临床表明
&'()

主要与
"

岁以下儿童的呼

吸道和肠道疾病有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

常与

其他病原体同时检出#也存在部分无症状儿童及成人

标本中#因此其临床致病性尚存争论)

$

*

(近年来国内

外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者已对
&'()

的流行病

学作了相关研究#本研究主要是对本院呼吸道感染患

儿进行
&'()

感染的临床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男女比例为
*2!Y*2%

(纳入标

准!$

*

%年龄
&

*$

岁&$

"

%因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就诊&

$

4

%咽拭子病毒
-./

检测阳性#病毒检测内容包括呼

吸道合胞病毒$

/S)

%+

&'()

+流感病毒$

Q)7

+

Q)'

%+

副流感病毒和腺病毒$

7X)

%&$

$

%其他临床资料完整#

如血常规+肝功能+心肌酶+咽拭子或痰培养+血清支

原体抗体+衣原体抗体及胸片等检查(排除标准!入

院时间小于
,"@

患儿#再入院患儿#先天性心肺疾病+

肺部发育异常+免疫缺陷及肺部肿瘤患儿(

$2/

!

方法
!

入院后采集患儿鼻咽分泌物标本#用专

用棉拭子采样#采集后迅速将棉拭子放入装有
4DU

生理盐水的采样管中(标本可立即用于检测#如不立

即送检#标本在
$Z

保存不超过
"$@

(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
-./

$

/01-./

%技术进行检测(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42%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频率和百分比表示#采用
!

" 检验#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感染的性别+年龄分布
!

&'()

感染率

为
!2%3

$

"%$

"

$%,"

%#男性患儿
*"+

例#阳性构成比

+*2#3

#女性患儿
,#

例#阳性构成比
4#2"3

(

$

*

岁+

*

!$

4

岁+

4

!$

,

岁及
%

,

岁患儿的
&'()

检出

率分别为
"2%$3

+

*25+3

+

%2#*3

+

%2*!3

(

/2/

!

&'()

感染的季节分布
!

从月份上看#每个月

均有检出#

,

+

#

月最高#为
**2,3

#

5

月为
**243

(从

季节上来看#夏+秋季分别为
4%253

+

"!2!3

#为

&'()

检出的高峰期#见表
*

+

"

(

表
*

!!

&'()

感染月份分布

入院月份$月% 频次$

,

% 百分比$

3

%

* *5 524

" 5 $2$

4 *+ ,2#

续表
*

!!

&'()

感染月份分布

入院月份$月% 频次$

,

% 百分比$

3

%

$ "% 52#

! *" !25

+ *! ,2$

, "$ **2#

# "$ **2#

5 "4 **24

*% *" !25

** *, #24

*" *4 +2$

总计
"%$ *%%2%

表
"

!!

&'()

感染季节分布

季节 频次$

,

% 百分比$

3

%

春
$# "42!

夏
+4 4%25

秋
!" "!2!

冬
$* "%2*

总计
"%$ *%%2%

/2'

!

&'()

混合感染情况
!

其中
4*2$3

的患儿

$

+$

"

"%$

%存在混合感染#

$

*

岁
"+

例$

*"2,3

%#

*

!$

4

岁
"5

例$

*$2"3

%#混合感染细菌
$"

例$

"%2+3

%#双

重感染
"$

例$

**2#3

%#其中细菌
1

细菌感染
*!

例

$

,2$3

%#其余为病毒感染
*4

例$

+2$3

%(混合感染

的病原体#

$

*

岁混合感染中
/S)5

例#鼻病毒$

/)

%

$

例#

*

!$

4

岁肺炎支原体$

6-

%感染
+

例#流感嗜血

杆菌$

&Q

%

+

例#

/)4

例#

4

!$

,

岁及
%

,

岁主要为

6-

感染#见表
4

(

表
4

!!

不同年龄混合病原体分布情况#

,

$

年龄$岁%

混合病原体分布

' '[' '[) )

总计

$

* , 4 + *% "+

*

!$

4 *$ *% " 4 "5

4

!$

, $ " * % ,

%

, " % % % "

总计
", *! 5 *4 +$

!!

注!

'

为细菌感染&

)

为病毒感染

/21

!

&'()

感染的临床特点
!

临床特点方面#混合

感染与单独感染在白细胞计数+肝功能+心肌酶异常+

高热+病种分布+胃肠道疾病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喘息方面混合感染稍高$

<

'

%2%!

%#主要

为
/S)

+

/)

混合感染病例#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K6;F.H89

!

7

G

I8H"%*5

!

)(H2*+

!

V(2#



表
$

!!

&'()

单独感染及混合感染临床特点比较#

,

$

项目 有混合感染 无混合感染
<

白细胞计数
$

*%\*%

5

"

U !% $5 %2##5

.

反应蛋白
$

*%D

>

"

U ,! #% %2$*4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 ! %245%

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
*+ *! %2#$!

高热
4$ $$ %2!$$

肺炎
+! +% %2+$$

喘息
*$ # %2$$4

胃肠道疾病
5 ! %2,,4

'

!

讨
!!

论

!!

&'()

是新近发现的一种与儿童呼吸道+胃肠道

感染密切相关的病毒病原#为单链无胞膜的
XV7

病

毒#属于细小病毒科#基因组全长
!2"

!

!24RK

(目前

有研究显示#不同国家
&'()

检出率有一定差异#大

致为
!3

!

*%3

)

!

*

(我国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广州

地区的检出率为
*2+#3

)

+

*

#本研究中总的检出率为

!2%3

(年龄分布方面#既往研究表明#

4

岁以下儿童检

出率高)

"

*

#本研究中
$

*

岁+

*

!$

4

岁+

4

!$

,

岁及
%

,

岁患 儿 的
&'()

检出率分 别 为
"2%$3

+

*25+3

+

%2#*3

+

%2*!3

#与既往研究一致#表明
&'()

可以感

染不同年龄组人群#主要以婴幼儿期感染为主#可能

与此年龄段患儿的呼吸道发育不成熟+非特异性和特

异性免疫反应低下有关(学龄期儿童感染
&'()

概

率明显下降#可能与其免疫系统发育完善#机体抵抗

力逐渐提高有关(

&'()

感染有明显的季节性分布#而不同地区+

不同气候条件下季节分布各有差异(既往有研究报

道#广州地区
&'()

感染主要发生在春+夏季#武汉地

区
&'()

感染好发于春季)

+1,

*

(本研究显示#夏+秋季

检出率高#与上述两地区稍有不同(既往研究提示#

气候因素与
&'()

感染有相关性#尤其是气温和湿度

与
&'()

的月检出率呈正相关)

#

*

(中山地区夏+秋季

气温较高#且降雨量多#这可能是导致
&'()

感染高

发的原因之一(

自
&'()

被发现以来#它在呼吸道感染中的致病

性与否一直存在争议#有研究报道#有单独
&'()

感

染导致的严重性+致死性肺炎#但在无症状儿童频繁

检测和混合感染的出现也导致部分学者有不同的观

点)

51*+

*

(本研究中
4*2$3

的患儿存在混合感染#婴幼

儿混合感染率为
*$2"3

#混合感染主要为细菌感染

$

*42"3

%#与既往报道病毒混合感染不一致)

*,

*

(

临床特点方面#混合感染与单独感染在白细胞计

数+肝功能+心肌酶异常+高热+病种分布+胃肠道疾病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表明
&'()

可单

独致病#但在混合感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尚待研究#

且因
&'()

感染后在健康人群体内最长可存在
+

个

月或再次激活#因此检测现症感染或既往感染的方法

有待研究)

*,

*

(喘息方面混合感染稍高#主要为
/S)

+

/)

混合感染病例#本研究
&'()

与喘息性疾病无明

显相关性#与既往报道不一致(

综上所述#

&'()

是中山地区呼吸道感染的病原

体之一#主要感染婴幼儿#混合感染常见#流行季节在

夏+秋季#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肝功能损害+心肌损

害并发症少#致死率低(但只是单中心的研究#仍需

要进一步更多样本来证实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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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本试验首先通过重复前人的试验#采用
WUQS7

法检测健康体检者与无活动的慢性
&')

感染者外周

血清中
.]*#

的表达水平#结果发现无活动性
&')

患者外周血清中
.]*#

表达水平与健康体检者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接着笔者进一步检测

活动性
&')

感染者外周血清中
.]*#

的表达水平#

结果发现其较健康体检者明显上升#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2%!

%#这与前人的试验结果相一致)

5

*

(笔

者继续检测
&')

感染后肝硬化及肝硬化合并肝细胞

癌的患者外周血清中
.]*#

的表达水平#结果发现

&')

感染后肝硬化患者较活动性
&')

感染者血清

中
.]*#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

&')

感染后肝硬化合

并肝癌患者外周血清中
.]*#

表达水平较
&')

感染

后肝硬化患者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说明外周血清中
.]*#

表达水平与
&')

相

关性肝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随着
&')

相

关性肝病严重程度的增加#外周血清中
.]*#

水平会

随之增加#

.]*#

表达水平可作为预测
&')

相关性

肝病严重程度的检测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

表达水平与
&')

相关性肝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表达水平的高

低可作为预测
&')

相关性肝病严重程度的检测方法

之一(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病例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且未在发病机制上进一步研究
.]*#

与
&')

相关性肝病的关系#本团队在后续工作中将深入研究

.]*#

与
&')

相关性肝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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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2.(D(IK8F8=

J

?9F@8

>

@:8I?HH(?FH89R;F=(BH898B?H

G

I;<1

;9=?=8(9(AI;<

G

8I?=(I

J

@CD?9K(B?:8IC<89A;B=8(9

)

O

*

2

7IB@)8I(H

#

"%*!

#

*+%

$

*

%!

**,1*",2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K6;F.H89

!

7

G

I8H"%*5

!

)(H2*+

!

V(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