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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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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人群的病原学流行现状!分析其趋势与特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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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季节性分布明显!在冬%春季节"

$1

月至
0

月&高发!夏季较低'婴

幼儿到学龄前患者阳性例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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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随着患者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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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主

要为
:9

!病原体感染与年龄组有相关性且有季节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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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有多种类型#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也有

多种#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很难进行针对性治疗#容易造成抗生

素滥用*因此#同时检测多种病原体对于简单)快速)特异)准

确诊断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为临床提供用药指导有重要意义*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年幼)体弱者多发#常见于儿童和老年人*

本研究中
'

家单位均采用相同厂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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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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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试剂盒对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常见呼吸道病原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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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联合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临

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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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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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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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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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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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诊于南京市第

一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及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呼吸

道感染就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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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选病例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基础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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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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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采用西班牙
<248>33

#

6&3

公司的
(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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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检测嗜肺军团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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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抽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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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分离后吸取上清液立即检测*操作人员统一培训合格后

严格按照说明书及制订的标准操作程序完成*

C&F

!

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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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察到
;7<

)

2X?;

)

2X?\

或
92<6

对

阳性血清的
$a

$

$@a

细胞的细胞核)胞浆或胞膜出现苹果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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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

92<6

阳性
$%%-

例$

0&%1a

&%

39$

)

8Yh

)

89

)

2X?;

阳性率分别为
%&1)a

)

%&%%0a

)

%&%@a

)

%&$'a

*

D&D

!

各病原体感染时间分布
!

患者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为
:9

)

;7<

)

46<

)

92<6

和
2X?\

%

2X?;

感染例数较少#主要

集中在春季%

:9

和
2X?\

感染率随季节变化不大%

46<

)

;7<

感染季节性分布明显#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

$1

月至
0

月&#

夏季较低%

92<6

检测阳性率不同季节变化不明显*见表
$

)

图
$

*

D&E

!

呼吸道病原体阳性率与年龄分布情况
!

对
/@-@

例阳性

病例按年龄分组#分为婴儿组$

$

$

岁&)幼儿组$

$

$

'

岁&)学龄

前组$

'

$

-

岁&)学龄组$

-

$

$/

岁&)成人组$

$/

$

)%

岁&)中老

年组$

%

)%

岁&#见表
1

)图
1

*

/@-@

例阳性病例中#幼儿组)学

龄前组和学龄组
:9

抗体阳性率在组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0@&0$a

)

00&11a

)

''&01a

#高于其他组$

!

$

%&%@

&%婴儿组)

幼儿组和学龄前组
46<

抗体阳性率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

D&F

!

两种及以上病原体混合感染分析
!

/@-@

例阳性病例中

有
$0(/

例$

$-&@%a

&为两种及以上病原体混合感染*两种病

原体混合感染率为
(/&/-a

$

$0/$

"

$0(/

&#

'

种病原体混合感

染率为
$&$'a

$

$-

"

$0(/

&#其中混合感染率最高的是
:9

#混

合感染病例中
92<6

阳性者为
0')

例#占到所有
92<6

阳性病

例中的
0'&'%a

#远高于其他病原体*对发生三重感染的
$-

例标本进一步分析发现#

$)

例为
$

岁以内#

$

例为
'$

岁男子%

:9D;7<D46<

阳性
$1

例#

:9D46<D92<6

阳性
0

例#

:9D;7<D92<;

阳性
$

例*见表
'

*

图
$

!!

@

种主要病原体抗体阳性分布情况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书书书

图
!

!!

各年龄段患者主要呼吸道病原体
"

#

$

抗体阳性率患者

表
%

!!

主要病原体混合感染分析

项目 阳性数!

!

" 比例!

&

"

$'()*+ %!, !-./%

$'(01+ ,-- !2.,,

$'("345 !67 -%.77

$'('"+1 %,! !!.7%

)*+('"+1 88 %./2

01+('"+1 %8 !.%,

)*+(01+ %9 !./6

其他
7, 8./-

总计
-,97 -66.66

!

!

讨
!!

论

呼吸道疾病好发于儿童和年老体弱者#在急性感染性疾病

中占首位$呼吸道疾病临床症状不典型#大部分诊断依靠实验

室检查结果#主要方法有组织细胞培养法%病原体分离培养%血

清学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法%聚合酶链反应!

':0

"等&

-;!

'

$以前

常将病毒分离培养作为(金标准)#但其操作复杂%培养时间长%

阳性率低$近年来#

':0

技术因其高特异度和高灵敏度而在

呼吸道感染中被广泛使用#但此项技术对操作人员素质及实验

室设备要求相当高#难以在基层医院普及$目前#

9

项呼吸道

感染病原体
"

#

$

抗体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被各大医

院广泛使用#文献也表明#

9

项呼吸道感染其是一种可靠性很

高的检测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和非典型病原体的方法#灵敏度

高%特异度强%简单高效%成本低廉#适合临床筛查&

%

'

$

本项研究显示#

9

项呼吸道病原体
"

#

$

抗体的阳性检出率

为
%,.!!&

#与蒋松柏&

,

'报道的
%!.2-&

一致#但低于廖冰洁

等&

8

'报道的
%9.!%&

#高于谢红梅等&

/

'报道的
!,.9&

$其中以

$'

的感染率
!%.22&

最高#其余依次为
01+8.-9&

%

)*+

,.8/&

%

'"+1,.6!&

#与廖兵等&

2

'研究不一致#可能由于地域

差异性的原因$在本研究中#

"345

的检出率超过
"34)

#与通

常认为
"34)

的感染率高于
"345

的观点不符&

8

'

#究竟是地区

特有的现象#还是其他原因导致#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呼吸道感染具有一定的季节分布性$本研究显示#

$'

感

染率与季节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与
:<=>

等&

7

'报道的夏季流行

不相符$而
)*+

%

01+

检出率在
-!

月至
,

月!冬%春季"较高#

与成守金等&

9

'报道的在冬季检出率偏高有差别$笔者认为春

季高发可能是因为气温适中#适合细菌%病毒生长繁殖#且春季

气温上升%天气干燥#出现皮肤干燥等#人的抵抗力下降#从而

导致呼吸道免疫功能下降#感染率增高$有文献发现军团菌属

夏季检出率高于冬季&

-6

'

$认为军团菌属发病率增高与供水系

统中军团菌属检出率升高有一定关系$夏季供水系统中军团

菌属检出率升高可能间接导致军团菌属的增加&

--;-!

'

$笔者的

数据因阳性结果较少#对上述结论无法做出判断$

阳性患者在不同年龄组分布有一定差异#在
7828

例阳性

病例中#从婴儿到学龄段比例最高#达到
/-.86&

!

8!2,

*

7828

"#这可能因为患者处于学习阶段#每天活动在人群密集

处#感染概率较高#也有年幼者免疫系统还未健全的因素$从

理论上说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下降#免疫力降低#

感染率可能升高#但笔者的统计结果否定了这种判断$不同呼

吸道病原体在不同年龄组分布也有一定差异性#幼儿组%学龄

前组和学龄组患者
$'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8.,-&

%

,,.!!&

%

%%.,!&

#高于其他组+婴儿组%幼儿组和学龄前组患者
01+

抗

体阳性率高于其他组#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提供了可靠的流

行病学和病原学资料#同时
9

项病原体检测对呼吸道疾病的诊

断及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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