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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检出分析'

王和平!郑跃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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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
!9:8U!9:O

年间深圳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特点$方法
!

选择
!9:8

年
:

月至
!9:O

年
:!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O9!

例!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对患儿鼻咽部分

泌物进行腺病毒等
<

种病毒抗原检测!对腺病毒的检出率和临床诊断关系等进行分析$结果
!

!;O9!

例标本

中腺病毒抗原阳性
<O:

例!阳性率
!>?<B

!男&女检出率分别为
#>:!B

和
!><9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9;

#$年龄为
O

岁以内的阳性患儿有
<!8

例"

?;>:8B

#!其中
!

岁以内
89?

例"

;#><;B

#$

!9:8U!9:O

年中每

月均有腺病毒检出!检出率高峰在夏季和冬季!明显高于春季和秋季"

!

!

f#O>O#:

!

!

$

9>9;

#$

<O:

例腺病毒检

出阳性病例中!诊断为肺炎
8#:

例!支气管炎
:9?

例!扁桃体炎
<8

例!咽结膜炎
:8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例$结论
!

腺病毒是深圳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

#关键词$

!

呼吸道感染%腺病毒%住院儿童%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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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最主要的威胁之一%其中

超过
?9B

是由病毒感染引起!

:"#

"

#在已知的病毒感染

中%人腺病毒感染是其中一个重要病原#腺病毒感染

全年均可出现%在局部常出现暴发流行!

8"O

"

#近年来%

腺病毒感染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解深圳地区腺病毒

感染特点%本文对
!9:8U!9:O

年因呼吸道感染在深

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患儿进行腺病毒检测%并分析其

流行特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9:8

年
:

月至
!9:O

年
:!

月期

:OO:

重庆医学
!9:=

年
8

月第
8<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

-!9:O;9: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

VĴ V!9:;989#:99#:<9O<

&)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

$

H\HT!9:;:!9#9

&)深圳药物临床基地公共服务平台$深发改
!9:;":?O8

&#

!

作者简介!王和平$

:?<=U

&%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进行呼吸感染性

疾病方面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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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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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肺炎'支气管炎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在深圳市儿

童医院住院的患儿
!;O9!

例%其中男
:O#;=

例%女

?!88

例%年龄
:95

至
:8

岁%所有患儿入院时采集鼻

咽拭子标本%

!$

内送往实验室进行呼吸道病毒抗原

检测#患儿家长均知情同意#

!>"

!

方法

!>">!

!

呼吸道腺病毒抗原的检测
!

所有标本采用病

毒抗原直接免疫荧光法$

R0-

&试剂盒$美国
J$%A3"

21)

公司&对腺病毒等
<

种呼吸道病毒抗原进行检测%

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以
!99

倍荧光显微镜下同

时看到两个阳性包涵体细胞为阳性标准%判断病毒检

测结果#

!>">"

!

腺病毒感染与临床诊断分析
!

对
<

种呼吸道

病毒检出阳性患儿进行临床资料分析%特别是对婴幼

儿感染腺病毒后的临床表型进行分析比较#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HH:=>9

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f9>9;

%以

!

$

9>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住院儿童病毒的检出率
!

<

种呼吸道病毒总阳

性率为
:#><;B

$

#;!:

*

!;O9!

&%呼吸道合胞病毒

$

7HQ

&检出阳性
!9OO

例%阳性检出率最高%达到

=>9<B

)腺病毒阳性
<O:

例%阳性检出率为
!>?<B

)副

流感病毒阳性
8<#

例%阳性检出率为
:>=;B

)流感病

毒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9>=OB

#

">"

!

腺病毒抗原检测阳性患儿的年龄特征及性别分

布
!

在
<O:

例腺病毒感染的患儿中%年龄最小为
:#

5

%年龄最大为
:8

岁%中位数为
!8

个月#腺病毒感染

患儿中%年龄小于
!

岁为
89?

例$

;#><;B

&%超过
?;B

腺病毒感染患儿年龄小于
O

岁%共
<!8

例$

?;>:8B

&%

大于
O

岁的仅为
#<

例$

8>=OB

&#总体来看%腺病毒

检出阳性患儿在
O

岁内随年龄增长检出率呈下降趋

势$图
:

&#在
!;O9!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男性腺病

毒阳性检出率
#>:!B

$

;::

*

:O#;=

&%女性检出率为

!><9B

$

!;9

*

?!88

&%男性患儿检出率稍高于女性患

儿%但两者之间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O9!

%

!f9>9;=

&#

图
:

!!

O

岁以内各年龄段呼吸道感染患儿腺病毒检出率

">#

!

腺病毒检出阳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年度和季节

分布情况
!

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平均检出率

为
!>?<B

$

<O:

*

!;O9!

&%

!9:8U!9:O

年检出率分别为

!>9<B

$

<;

*

#O!O

&'

#>;8B

$

!8#

*

O=O9

&和
!>?#B

$

88#

*

:;::O

&#

!9:;

年
;

月%腺病毒检出率明显高于

!9:8

年和
!9:O

年同一月份%

!9:;

年的年检出率也明

显高于
!9:8

和
!9:O

年$

!

!

f:=>9?9

%

!

$

9>9:

&%见

图
!

#

图
!

!!

!9:8U!9:O

年各月份呼吸道感染住院

患儿腺病毒检出率

!!

按照深圳地区气候将一年四季时间确定为春季

$

#

"

;

月&'夏季$

O

"

=

月&'秋季$

?

"

::

月&和冬季

$

:!

"

!

月&%其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检出率分

别为(

!>#;B

$

:;9

*

O#=8

&'

#>;8B

$

!#;

*

OO#?

&'

!>#?B

$

:<:

*

<:;8

&和
#><=B

$

!9;

*

;8!;

&#其中春季

和秋季检出率相当%夏季和冬季检出率基本一致%但

是夏季和冬季检出率明显高于春季和秋季$

!

!

f

#O>O#:

%

!

$

9>9:

&#

">D

!

腺病毒感染与临床诊断的关系
!

<O:

例腺病毒

检测阳性的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中%

<9>?OB

为下呼

吸道感染%肺炎
8#:

例$

;O>O8B

&%支气管炎
:9?

例

$

:8>#!B

&%而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扁桃体炎
<8

例

$

?><!B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例$

:<>8=B

&%咽结

膜炎
:8

例$

:>=8B

&#

8#:

例肺炎患儿有
;O

例诊断为

重症肺炎%而重症患儿中男性为
8:

例%女性为
:;

例#

<O:

例腺病毒检出阳性患儿中%发热
<;9

例

$

?=>;;B

&%咳嗽
;O9

例$

<#>;?B

&和喘息
:8:

例

$

:=>;#B

&%与同时检出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

毒阳性患儿进行比较分析%

!9OO

例呼吸道合胞病毒

检测阳性患儿中发热
<=8

例$

#<>?OB

&%咳嗽
;9?

例

$

!8>O8B

&%喘息
:;8?

例$

<8>?=B

&)

8<#

例副流感病

毒检测阳性中发热
:9!

例$

!:>;OB

&%咳嗽
:;=

例

$

##>89B

&和喘息
!O=

例$

;O>OOB

&#腺病毒检出阳

性患儿临床表现为发热和咳嗽的比例明显高于呼吸

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患儿$发热(

!

!

f

??9>8?#

%

!

$

9>9:

%咳嗽(

!

!

f;<#>?:8

%

!

$

9>9:

&%而

喘息的比例明显低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毒

检测阳性患儿$

!

!

f<#O>9;!

%

!

$

9>9:

&#

#

!

讨
!!

论

!!

腺病毒是我国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不同地

!OO:

重庆医学
!9:=

年
8

月第
8<

卷第
:!

期



区'季节%感染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中的深圳

地区的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腺病毒检出率为
!>?<B

$

<O:

*

!;O9!

&%低于兰州地区的
O>##B

!

<

"和广州地区

的
8>==B

!

=

"

%也低于以色列'韩国!

?":9

"等国家%但高于

北京地区的
:>O?B

和苏州地区的
:>;8B

!

::

"

%这与人

群所在区域'检测样本数和研究时间阶段的不同可能

有关#本研究中呼吸道感染腺病毒检出率在夏季和

冬季明显地高于春季和秋季%与国内广州地区主要出

现在夏季和冬季类似%而北京地区'南京地区和苏州

地区等!

::":!

"主要出现在春季和夏季不同#造成差异

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深圳与广州同为南方城市%气候温

度条件类似%而其他地区气候和温度存在明显差异#

本研究纳入的腺病毒感染患儿中%

;#><;B

为
!

岁以下%

?O>:8B

集中在
O

岁以下%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也符合腺病毒主要感染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或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规律#本研究中男女患儿感染

率$

#>:!B

'

!><9B

&无明显差异%与大部分报道的男

性患儿更为易感不同%其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证实#

本研究中%

<9>O?B

的住院患儿诊断为肺炎和支

气管炎%而扁桃体炎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比例较

低%这与北京地区和兰州地区的结果一致%腺病毒主

要是引起儿童的下呼吸道感染#腺病毒检出阳性患

儿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和咳嗽%与重庆地区!

:#

"的结果

一致#

呼吸道腺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交叉感染发生

率超过
O9B

!

:8

"

%容易引起局部暴发%特别是在人员集

中的军队和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

:;":O

"

#本研究中

!9:;

年
;

月份与
!9:8

年和
!9:O

年同时段检出率有

明显差异%可能是因为深圳地区
!9:;

年
;

月出现过

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的暴发#

深圳地区作为人口密集'年轻化城市%儿童数量

庞大#持续监测本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腺病毒%研究

腺病毒感染流行季节和易感人群特点%对住院患儿得

到及时诊治并隔离%避免院内交叉感染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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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T

%

%4'N>-

&

(3A'"

(

Z

*2$11N1X4M(%'̀ 16

&

$'(

Z

)

D

121)

b

X)243W'N6%W%(2'X*%5

M

Z

'5%)1W3(X*4

Z&

%#

!

V

"

>J1AAX)R3*K)4%N

%

!99:

%

!;

$

:

&(

?":!>

$收稿日期(

!9:<"9?"!!

!

修回日期(

!9:<":!":!

&

#OO:

重庆医学
!9:=

年
8

月第
8<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