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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分析海口及周边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肺炎支原体"

45

#的流行病学特征!为该地区儿童
45

感染的防治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收集
2(!1

年
!

月
!

日至
!2

月
*!

日入住该院儿科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检测血清
45

抗体!对

不同部位%性别%年龄及月份的
45

感染状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45

感染总阳性率

!.)#(6

!其中男
!3).*6

!女
2!)3"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下呼吸道感染率
!0).36

!上呼吸道感染率
!*).(6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3

#$

#

!

!

1

岁儿童
45

感染多见!其中!

#

*

!

1

岁感染率最高$全年均有散发!以
*

%

1

月份高发$结论
!

45

是
2(!1

年海口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流行特点表现为女性较男性高发&

1

岁内儿童是高发人群&全年均可

发病!

*

%

1

月份为相对高发时段$

#关键词$

!

呼吸道感染&病原学&肺炎!支原体&流行特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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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是导致儿童呼

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可造成局部流行#感染有地区差别#感

染后临床特点不典型#常与其他由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呼吸

道感染混淆#容易漏诊*误诊$了解
45

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流

行规律#对防治支原体感染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性分析

2(!1

年本院儿科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支原体感染状况及流

行特点#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全部病例对象来源于海口及周边地区#选择

于
2(!1

年
!

月
!

日至
!2

月
*!

日因呼吸道感染入住本院儿科

的患儿共
!#""

例#男
!!3.

例#年龄
2

个月至
!!

岁#平均年龄

!

2)1.P!)0!

"岁#女
312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年龄

!

2)#2P2)21

"岁#男性与女性两组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7Q()#*!

#

!Q()320

"$

?)@

!

方法
!

全部病例根据临床特点及影像学检查等均确诊呼

吸道感染!包括上*下呼吸道感染"#均应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血

清中肺炎支原体
R

C

4

抗体#实验室检查由本院检验科完成#检

测试剂盒系西班牙
SR7OTUU

公司生产的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R

C

4

抗体检测试剂盒$

?)A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V5VV!.)(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P:

表示#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
!

2 检验#检验水准
"

Q()(3

#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检测结果
!

总观察病例数
!#""

例#其中支原体抗体

R

C

4

阳性
2""

例#总阳性率
!.)#(6

)上呼吸道感染
*0.

例#阳

性
3*

例!

!*).(6

"#下呼吸道感染
!*!2

例#阳性
21#

例

!

!0).36

"#下呼吸道支原体感染阳性率高于上呼吸道!

!

2

Q

3)2##

#

!Q()(!2

"$

@)@

!

流行特征

@)@)?

!

时间分布
!

支原体感染病例全年均有发生#感染率以

!

*

3

*

#

月较高#

2

月最低#

*

*

1

月份最高#其他月份感染率仅小

幅波动#见表
!

$上半年阳性病例
!.3

例!

!#)(!6

"#下半年阳

性病例
!21

例!

!*).(6

"#上半年感染率高于下半年!

!

2

Q

*)3.2

#

!Q()(*.

"$

@)@)@

!

人群分布
!

2""

例阳性病例中男
!02

例!

!3).*6

"#女

!!.

例!

2!)3"6

"#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

!

2

Q0).2"

#

!Q

()((2

"#见表
2

$发病年龄#

#

!

!

1

岁居多#其中#

#

*

!

1

岁儿

.3#!

重庆医学
2(!.

年
1

月第
1#

卷第
!2

期



童发病率最高#见表
*

$

表
!

!!

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时间分布

时间 观察病例数!

(

"阳性病例数!

(

" 阳性率!

6

" 构成比!

6

"

!

月
!11 2" 2()!1 ").(

2

月
!*0 !2 0).( 1)(!

*

月
!#3 1( 21)21 !*)*0

1

月
!32 *( 21)21 !()(*

3

月
!0! *. !").1 !2)*.

#

月
!*0 2. !")3. ")(2

.

月
!*" 21 !.)2. 0)(*

0

月
!12 2( !1)(" #).(

"

月
!*3 2! !3)3# .)(2

!(

月
!22 !0 !1).3 #)(2

!!

月
!!* 2! !0)30 .)(2

!2

月
!*( 2( !3)*" #).(

合计
!#"" 2"" !.)#( !(()((

表
2

!!

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性别分布

性别 观察病例数!

(

"阳性病例数!

(

" 阳性率!

6

" 构成比!

6

"

男
!!3. !02 !1).3 #()0.

女
312 !!. !0)30 *")!*

合计
!#"" 2"" !.)#( !(()((

表
*

!!

肺炎支原体感染年龄分布

年龄!岁"观察病例数!

(

" 阳性病例数!

(

" 阳性率!

6

" 构成比!

6

"

(

!

! 13( #. !1)0" 22)1!

#

!

!

2 1#" 0. !0)33 2")!(

#

2

!

* 2". 3. !")!" !")(#

#

*

!

1 !*" *" 20)(# !*)(1

#

1

!

3 !21 !. !*).! 3)#"

#

3

!

# !!* !3 !*)2. 3)(!

#

# !(. !. !3)0" 3)#"

合计
!#"" 2"" !.)#( !(()((

A

!

讨
!!

论

!!

45

是造成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其感染率占儿

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6

!

1(6

#其中
!06

需住院治疗'

!

(

$本

文研究结果显示#

2(!1

年
!$!2

月
!#""

例因呼吸道感染入住

本院儿科患者中
45

总感染率为
!.)#(6

#与花盛浩等'

2

(报道结

果相近#提示
45

亦是本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这

其中又以下呼吸道感染!包括支气管炎与肺炎"阳性率最高#与

有关文献报道一致'

*

(

$

国内有关报道显示儿童
45

感染存在地区*人群*季节的差

异$如崔振泽等'

1

(报道
45

感染以学龄前儿童多见#冬季高发$

郭步庆等'

3

(报道
45

感染在
!

!

#

岁中发病率较高#春秋季高于

夏秋季#性别间无差异$章建伟等'

#

(认为肺炎支原体感染以
(

!

3

岁多见*春季发病率较高#女性多见$崔京涛等'

.

(的研究表明

支原体感染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李丹等'

0

(对南京地区呼吸道

感染患儿病原学分析显示儿童支原体感染存在性别差异#女性

感染率高于男性#学龄前期*学龄期为儿童高发年龄#夏秋季为

高发季节$

本文资料显示
2(!1

年海口地区住院儿童
45

感染流行特

点从时间规律来看#全年均有发生#感染发生率最高在
*

月和
1

月#其次在
!

*

3

*

#

月份#

2

月份感染率最低#其他各月份感染率较

接近#总的情况显示前半年感染率高于后半年#这可能与本地区

前半年气候相对湿冷#有利于
45

繁殖有关$这与最近广州的

一项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后者显示支原体感染亦存在季节性

分布#但冬季高发'

"

(

#而钱前等'

!(

(研究结果提示苏州地区支原

体感染以夏秋季为高发季节#宋芳等'

!!

(报道遵义地区支原体感

染高发于冬春季#提示
45

的感染高峰时间受地域及气候因素

的影响$从感染年龄分布来看#本组资料显示感染年龄以大于

!

!

1

岁为主#高发年龄段在
*

!

1

岁#与上述有关报道基本一

致'

3/#

(

$性别分布本文结果显示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与郭步庆

等'

3

(报道不完全一致#但与其他作者有关研究结果一致'

#/.

(

#可

能系女性对支原体易感性高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回顾本地区近年来儿童
45

感染的流行特点#

2(!1

年儿童

45

感染状况及流行特征与相关报道基本一致'

!2

(

#提示海口地

区近年来儿童
45

感染流行情况基本平稳#考虑与本地区全年

季节性不详#常年温差及气候变化不大有关$本研究结果提示

本地区在每年
*

*

1

月份尤其应加强对
!

!

1

岁高危人群特别女

性儿童
45

感染的监控#从而尽可能避免误诊*漏诊#有效地控

制儿童
45

感染的发生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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