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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亳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病原体的分布情况$方法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该院
!"#2

年
1

月至
!"#$

年
)

月诊治的
!01$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外周血标本进行腺病毒%流感病毒
K

%流感病毒
>

%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

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检测!了解患儿病原体的分布情况$结果
!

!01$

例患儿病原体检测阳性
##$#

例

"

1"(0J

#!其中检出率最高的前
)

位病原体分别是肺炎支原体'

1."

例"

#$(2J

#)%流感病毒
K

'

!2!

例"

0(*J

#)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

##.

例"

1(#J

#)!并有
.*

例混合感染"

!(0J

#$随年龄增加病原体检出率呈下降趋势"

!

!

H!"(.!1

!

%H"("""#

#$婴幼儿感染以

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

##(!J

#!学龄前及学龄儿童以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

#2(!J

"

!2(1J

#$冬季病原体感染检出率最高

"

2.(.J

#!夏季最低"

!!(2J

#$结论
!

亳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病学分布随年龄%季节而不同!婴幼儿感染率高于其他年

龄段!肺炎支原体%流感病毒
K

及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亳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秋冬季高发应注意加强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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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可由多种病原

体引起)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绝大多数是非细菌性#

其中以病毒感染最为常见#病毒感染往往具有季节性且与年龄

分布有关&

#/!

'

)有研究发现#病原体感染具有明显的地区差

异&

)/1

'

)因此了解本地区病原体流行特征对于当地儿童急性呼

吸道感染的预防及诊治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对亳州市

人民医院
!"#2

年
1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01$

例呼吸道感

染病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进行呼

吸道病原体检测#探讨其流行病学特征#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本院
!"#2

年
1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诊

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01$

例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1$

例$

$#(1J

%#女
##""

例$

)0($J

%)诊断标准参考.实用

儿科学/

&

2

'

)年龄分布为
#

个月至
#1

岁#平均$

1\0

%岁#其中

#

个月至
#

岁
*"!

例#

&

#

"

)

岁
0"1

例#

&

)

"

$

岁
$.$

例#

&

$

"

#1

岁
1$1

例)

>(?

!

方法
!

患儿入院当天或次日晨起采集外周静脉血送检#

采用上海贝西公司提供的试剂#应用间接免疫法检测呼吸道病

毒
?

P

6

抗体)包括腺病毒*流感病毒
K

*流感病毒
>

*呼吸道合

胞病毒*副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及嗜肺军团菌)

大于或等于
!

种病原体感染为混合感染)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3AA#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用率$

J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7<

确切概率法或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

P

6

抗体检出情况
!

!01$

例标

本中检出呼吸道病原体
?

P

6

抗体阳性
##$#

例#总阳性率为

1"(0J

#其中混合感染样本
.*

例$

!(0J

%#嗜肺军团菌在所有

样本中均未检出)

#.1$

例男性患儿中有
."*

例$

1"($J

%阳

性#

##""

例女性患儿中有
12!

例$

1#(#J

%阳性#二者阳性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21

#

%H"(.*0!

%)在
##$#

例

病原体感染患儿中以肺炎支原体$

#$("J

%阳性率最高#其次为

流感病毒
K

$

0(*J

%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1(#J

%*流感病毒
>

$

)(0J

%*混合感染$

!(0J

%*腺病毒$

!("J

%*副流感病毒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

#(2J

%*肺炎衣原体$

#(!J

%)

?(?

!

不同年龄组患儿病原体检测情况
!

#

个月至
#

岁组病原

体感染阳性率为
2"()J

#

&

#

"

)

岁组为
).(*J

#

&

)

"

$

岁组

为
)2(0J

#

&

$

"

#1

岁组为
)1(.J

#随着年龄增加#患儿病原

体检出率呈下降趋势$

!

!

H!"(.!1

#

%H"("""#

%)

#

个月至
#

岁组阳性率最高#且与其余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1"

*

"(""")

*

"("""$

%)

!01$

例病原体检测患儿中#混

合感染
.*

例#均发生于
)

岁内)呼吸道合胞病毒是
#

个月至
#

岁组急性呼吸道感染最主要的病原体#在其余各组中#肺炎支

原体是最主要的病原体#流感病毒在
$

)

岁组阳性率相对较

高#其余病原体多呈散发#各年龄组病原体阳性分布构成比见

表
#

)

表
#

!!

各年龄组病原体检出情况"

(

&

J

'#

病原体
#

个月至
#

岁

$

(H*"!

%

&

#

"

)

岁

$

(H0"1

%

&

)

"

$

岁

$

(H$.$

%

&

$

"

#1

岁

$

(H1$1

%

腺病毒
!.

$

)("

%

$

$

"(.

%

#0

$

!(.

%

$

$

#()

%

流感病毒
K *1

$

#"(1

%

#"1

$

#!(*

%

)1

$

2("

%

!"

$

1()

%

流感病毒
> $!

$

$(*

%

!*

$

)($

%

#!

$

#(0

%

1

$

"(*

%

呼吸道合胞病毒
#""

$

##(#

%

#)

$

#($

%

)

$

"(1

%

#

$

"(!

%

副流感病毒
#0

$

!("

%

#1

$

#(.

%

0

$

#(!

%

$

$

#()

%

肺炎支原体
."

$

.(0

%

#!!

$

#2(!

%

#$"

$

!)(.

%

##0

$

!2(1

%

肺炎衣原体
#!

$

#()

%

*

$

#(#

%

.

$

#("

%

$

$

#()

%

混合感染
.#

$

.(*

%

0

$

#("

%

" "

合计
121

$

2"()

%

)"2

$

).(*

%

!1!

$

)2(0

%

#$#

$

)1(.

%

?(@

!

病原体感染与季节的关系
!

春*夏*秋*冬的病原体检出

阳性率分别为
!0(1J

*

!!(2J

*

1$(.J

*

2.(.J

)冬季病原体

阳性率高于其他
)

个季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0

%(与春*夏季相比#秋季病原体阳性率差异也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秋*冬病原体感染以肺炎支原体

最多#夏季以腺病毒居多#春季以流感病毒
K

为主#各季节病

原体阳性分布构成比见表
!

)

表
!

!!

各季节病原体检出情况"

(

&

J

'#

病原体
春季

$

(H.0)

%

夏季

$

(H1#1

%

秋季

$

(H.*1

%

冬季

$

(H022

%

腺病毒
##

$

#(1

%

)1

$

0(!

%

.

$

"(*

%

2

$

"($

%

流感病毒
K $"

$

.(.

%

$

$

#(1

%

0"

$

#"(#

%

##$

$

#)($

%

流感病毒
> !1

$

)(#

%

.

$

#(.

%

)*

$

1(*

%

10

$

2($

%

呼吸道合胞病毒
)*

$

2("

%

)

$

"(.

%

2.

$

.(!

%

#0

$

!(#

%

副流感病毒
!!

$

!(0

%

#1

$

)(1

%

1

$

"(2

%

!

$

"(!

%

肺炎支原体
2"

$

$(1

%

!!

$

2()

%

#11

$

#0(#

%

!21

$

!*(.

%

肺炎衣原体
$

$

"(0

%

!

$

"(2

%

#"

$

#()

%

#$

$

#(*

%

混合感染
#"

$

#()

%

2

$

#(!

%

)"

$

)(0

%

)1

$

1("

%

合计
!!!

$

!0(1

%

*)

$

!!(2

%

).#

$

1$(.

%

1*)

$

2.(.

%

@

!

讨
!!

论

!!

由于儿童免疫力相对低下#往往不能自述体征#急性呼吸

道感染是导致小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病毒作为儿

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其流行与季节*地区*年龄都有

一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流行特点&

!

#

$

'

)本研究
!01$

例患

儿中有
##$#

例病原体感染阳性#阳性率为
1"($J

#与李权恒

等&

!

'报道的
1#(0J

较一致#但低于谢正德等&

.

'报道的
."()J

#

这可能与患儿年龄构成比*病毒检测手段不同有关)另外在

!01$

例患儿中#男*女患儿病原体检出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2

%#与文献报道的呼吸道病原体感染无明显性别差

异较一致&

0

'

)

研究指出病原体感染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

)

岁以

上儿童病原体阳性检出率低于
)

岁以内儿童的检出率&

!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年龄增长病原体阳性检出率呈下降趋势#

#

个月至
#

岁组患儿病原体阳性检出率远高于其他
)

组#与其他

)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2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

#

%

#

岁以下儿童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或存在喂养方式

不当进而影响小儿的抵抗能力($

!

%居住的环境空气混浊#使得

呼吸道受到危害&

#"

'

)

大量研究指出病毒检出情况存在地域差异&

!

#

.

#

#"

'

)谢正德

等&

.

'对
!"".

"

!"#"

年北京地区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研究

发现检出率最高的前三位病毒分别是呼吸道合胞病毒*人鼻病

毒及副流感病毒(而李权恒等&

!

'对同一纬度的河北地区
2#2"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研究发现检出率居于前三位的分

别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
)

型及流感病毒
K

型(赖剑

秀等&

#"

'对台州地区收治入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研究中发

现#阳性率前三位的病毒依次为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以及乙型流感病毒)本研究发现本地区检出率最高的前三

位病原体分别为肺炎支原体$

1."

#

#$(2J

%*流感病毒
K

型

$

!2!

#

0(*J

%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

##.

#

1(#J

%#考虑可能与检

测方法*患儿年龄构成比及地域有关)既往认为社区获得性肺

炎的主要病原体是细菌#近年来报道指出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

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病原体&

)

'

)本研究发现#对于大

于
#

岁的患儿#肺炎支原体是其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这

提示社区获得性肺炎是本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

种#应予以重视)本研究中肺炎支原体阳性率为
.(.J

"

!2(1J

#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高发#与文献&

##/#!

'报道一致)

相关研究&

#)

'指出#大于
)

岁的病毒感染患儿以流感病毒
K

型

居多#其次是流感病毒
>

型#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流感病毒感染

者主要分布于小于
)

岁患儿#这可能与本地区流感疫苗的接种

有关)有研究指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主要病原体#而本研究发现呼吸道合胞病毒仅在
#

个月至
#

岁患儿感染中占首要位置#其阳性率为
##(!J

#低于文献报道

的发病率&

)/1

'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与日照量呈负相关#与当

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及环境污染有关&

#1/#2

'

)亳州作为中药材

集散中心#常年晾晒中草药#空气中粉尘多#这可能是本研究中

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偏低的一个影响因素)本资料显示混

合感染全部集中于小于
)

岁患儿#这可能与随着年龄增长#儿

童免疫系统逐渐完善*免疫力不断增强有关)

另外呼吸道病原体感染具有季节性#春*冬季高发)本研

究结果显示#冬季是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高峰期#阳性率为

2.(.J

#其次为秋季#阳性率为
1$(.J

#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

'

)

作为本地区阳性检出率最高的肺炎支原体#有研究指出其在不

同地区季节发病率不同#北方地区秋冬季感染率较高&

#.

'

#而南

方地区在夏秋季阳性率较高&

##

'

#而本地区在秋冬季感染较高#

这可能与本地区秋冬季气候适合肺炎支原体繁殖有关)

综上所述#肺炎支原体*流感病毒
K

型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是亳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主要病原体#婴幼儿以呼吸

道合胞病毒为主#学龄前及学龄儿童以肺炎支原体为主#冬季

病原体感染率最高#夏季最低)了解病原体流行分布#对于指

导本地疾病预防及诊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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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官兵的心理应激反应

主要表现为紧张*疲劳等)本研究也发现睡眠质量较差的高原

驻训官兵在演习训练过程中#有着较高的应激水平和疲劳症

状)同时来自于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肯定*演习的自信程度

等#均对睡眠产生正性影响#因此#演习过程中对官兵身体健康

的保障#士气的鼓舞和良好心理状态调适与引导#都能够有效

地改善并促进参训官兵的睡眠质量)

+使命行动,高原联合演习#有力地磨练了内地参训部队的

特殊环境军事作战能力#同时也为我军医疗卫勤保障提出了新

的要求)针对高原条件下参训官兵的睡眠*高原应激等身心问

题#部队与某三甲医院全方位推进军事演习与卫勤保障的联演

联训合作#对参训部队官兵开展了全维的医学
/

心理
/

勤务保

障#全程配备医学专家*心理工作者*卫勤保障人员随时保障各

种身心健康问题#通过医学知识宣讲*心理讲座与辅导*定期监

测健康状况等#为参训官兵提供了强大的医疗后勤保障)本研

究调查分析了参训官兵的睡眠问题#发现高原条件下参训官兵

的心理应激状况*疲劳程度影响睡眠质量#并且官兵对演习的

自信程度*个人健康状况的评估也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因

此在高原驻训演习期间#需要注重官兵身体健康状况#加大医

疗
/

心理
/

后勤保障力度#科学管理官兵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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