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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和住院呼吸道流感样感染病例病原谱特征!为呼吸道感染疾

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及

住院的呼吸道流感样感染的
''&

例患者的咽拭子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甲型流感病毒#

6P/

T5

$%乙型流感病毒#

6PTV

$%呼吸道合胞病毒%人鼻病毒和博卡病毒#

0V=T

$核酸进行检测!分析上述
!

种病毒

感染率!以及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感染病例的分布特点"结果
!

''&

例患者中
"%#

例检出阳性!阳性患者

检出率为
'#8&&c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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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呼吸道病毒中
6PTV

感染率最高!为
("8??c

&

6PT5

感染率次之!为

%(8#&c

&

0V=T

感染率最低!为
$8""c

&

"?%

例男性患者中阳性患者检出率为
'!8"%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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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女性

患者中阳性患者检出率为
!(8&?c

#

%$$

)

%#?

$!男女阳性患者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

''&

例患者不同年龄段间各种病毒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6PT5

和
6PTV

是深圳地区该时段

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各类人群普遍易感"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

!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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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样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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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主

要由病毒感染引起#人群普遍易感#在幼儿和老年人

群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

+

'常见的人呼吸

道病毒主要包括甲型流感病毒$

6PT5

%)乙型流感病

毒$

6PT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T

%)人鼻病毒$

07T

%

和博卡病毒$

0V=T

%等#分析医院呼吸道感染病例流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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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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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学特征#有助于呼吸道感染疾病的诊断)治疗和

预防控制'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在不同地区

或相同地区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异*

"

+

'在
"$%&

年
%$

月之前#本实验室监测到呼吸道感染是以
6PT5

为

主#占比高达
#$c

#但至
"$%&

年
%$

月之后#深圳地区

呼吸道感染
6PTV

有快速上升趋势'为了较准确地了

解
6PT5

)

6PTV

)

7]T

)

07T

)

0V=T!

种病毒在后期引

起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谱特征#本研究对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

的呼吸道急性感染患者
''&

例的咽拭子标本进行了
!

种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分析#为后期临床呼吸道感染病

毒病原学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控制提供帮助#也为本地

区呼吸道感染病原谱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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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的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患者
''&

例的咽拭子标本#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个月至
)'

岁#中位年龄
"?8)

岁'纳入病例有

发热$腋下体温
%

(#[

%伴咳嗽或咽痛)鼻塞)流涕)咳

痰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8/

!

试剂与仪器
!

采用达安基因有限公司生产的

6PT5

核酸检测试剂)

6PTV

核酸检测试剂和
7]T

核

酸检测试剂#湖北康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07T

核

酸检测试剂和
0V=T

核酸检测试剂#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仪$罗氏
'#$

&

和
5V6&!$$

%检测
6P/

T5

)

6PTV

)

7]T

)

07T

和
0V=T

的核酸'

$8'

!

方法
!

所有核酸检测和结果判断均按上述试剂

操作说明书执行'当天
%$

!

$$

前的标本当天完成检

测#当天
%$

!

$$

后的标本放入
X"$[

冰箱中暂存#于

第
"

天
%$

!

$$

进行检测#以此循环'

$8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QG9F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

整理#核对后采用
]2]]"'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

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

种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

本研究中#无

论是单一病毒还是同时有两种病毒核酸检测呈现阳

性结果#均视为阳性'

''&

例患者中
"%#

例检出阳性#

阳性患者检出率为
'#8&&c

$

"%#

"

''&

%'

!

种呼吸道

病毒以
6PTV

为主#感染率为
("8??c

$

%'?

"

''&

%(其

次是
6PT5

#感染率为
%(8#&c

$

?"

"

''&

%(

07T

感染

率为
%8&)c

$

#

"

''&

%(

7]T

感染率为
%8('c

$

?

"

''&

%(

0V=T

感染率为
$8""c

$

%

"

''&

%'

"%#

例阳性患者中

单一病毒感染
"%(

例#混合病毒感染
!

例#均为
6PTV

混合另外一种病毒混合感染#其中
"

例
6PTVa6P/

T5

#

6PTVa7]T

)

6PTVa07T

和
6PTVa0V=T

各

%

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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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患者
!

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较
!

见

表
%

'

''&

例患者中男
"?%

例#阳性患者
%%#

例#阳性

率为
'!8"%c

$

%%#

"

"?%

%#病毒感染率为
"&8$&c

$

%"%

"

''&

%#其中有
(

例混合感染(女
%#?

例#阳性患

者
%$$

例#阳性率为
!(8&?c

$

%$$

"

%#?

%#病毒感染率

为
""8#"

$

%$"

"

''&

%#其中有
"

例混合感染'男女患者

!

种病毒检出患者总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W(8%%?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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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组患者
!

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

较
!

见表
"

'

#

%

岁组患者阳性率为
?$8#&c

(

%

!#

%$

岁组患者阳性率为
(?8(?c

(

%$

!#

($

岁组患者阳

性率为
!(8!&c

(

($

! #

!$

岁组患者阳性率为

!(8!"c

(

%

!$

岁组患者阳性率为
'?8?&c

#各年龄组

!

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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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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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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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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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患者
!

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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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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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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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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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阳性#$

X

%表示阴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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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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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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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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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患者
!

种病毒阳性患者检出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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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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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毒是导致人类呼吸道疾病发病最常见

的病原体#目前已经证实急性呼吸道感染中
#$c

以

上是由病毒引起的#包括
7]T

)流感病毒)副流感病

毒)腺病毒)

07T

及人偏肺病毒等*

(/'

+

'实验室检测

数据显示#

"$%&

年
%$

月之前#呼吸道病毒流行以
6P/

T5

为主#但在
"$%&

年
%$

月之后#实验室监测到的呼

吸道病毒流行趋势发生了改变#显示以
6PTV

为主#

6PT5

次之'因此有必要开展相关研究#对后期呼吸

道感染病毒的流行进行预测'本研究结果显示#深圳

市第三人民医院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以
6P/

TV

感染为主#

6PT5

次之#并且有极少数
07T

)

7]T

和
0V=T

感染病例'阳性患者检出率为
'#8&&c

$

"%#

"

''&

%#与文献*

!/?

+报道的相同月份比较#阳性率

偏高#可能与同期
6PTV

流行有关'

本研究中男女患者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8$!

%'但本研究男性就诊人数明显多于

女性#表明同时期男性容易有呼吸道感染症状#这可

能与吸烟有关'香烟中化学类物质会对呼吸道黏膜

产生刺激#损伤呼吸道黏膜引起分泌物增加#影响呼

吸道的清除能力#导致细菌等微生物容易进入并引发

呼吸系统疾病'男性吸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男

性比较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而到医院就诊*

&

+

'

本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组患者感染率不同#

在各年龄段中#

#

%

岁患儿病毒感染比例明显高于其

他年龄段#可能与小儿呼吸道免疫系统发育尚未成

熟#抵抗力低有关(

%

!#

%$

岁患儿病毒感染比例明显

低于其他年龄段#原因可能是因为小儿呼吸道免疫系

统趋于成熟#机体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逐渐加强#病

毒感染有所下降'另外在
%$

!#

($

岁和
($

!#

!$

岁组患者感染率较高#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人群流动

性大#病毒传播和感染的概率增加'

%

!$

岁的患者病

毒感染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可能是因为老年人

体质较差#基础疾病较多#这些人群所患的呼吸道感

染可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支气管和肺部疾病#临床症

状与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类似#难以区分*

#

+

'

综上所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是各地区医院常

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且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主要是

以空气或飞沫的形式传播#病毒种类多样#感染后症

状相似#临床上难以鉴别'因此#对呼吸道病原体感

染进行检测和监控#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

+

'应继续

加强对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谱的分析#为呼吸道

感染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控制提供更多有意义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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