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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病毒病原学研究

金玉1 ,李宇宁1 ,段红梅1 ,吴瑛2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1 儿科 ; 　21 中医科 ,甘肃 3 ”兰州 　730000)

　　[摘 　要 ] 　目的 　探讨兰州地区近 3 年来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病毒感染状况。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 PCR)技术对 256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呼吸道分泌物进行病毒学检测。结果 　检出病毒阳性者 101 例 ,阳性率

为39. 45 % ;RSV 及 ADV 检出率分别为27. 88 %(58/ 208)及18. 75 %(36/ 192) 。结论 　3 年中病毒感染为该地区小儿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 ,其中 RSV 及 ADV 是引起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毒 ,且有流行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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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道感染 (ARI) 是儿科的多发病 ,肺炎

是儿科的高危病。据报道[1 ]目前在我国引起小儿

急性呼吸道感染及肺炎的病原体仍以病毒及细菌最

为突出。快速、特异的病原学诊断是指导有效治疗

的前提。本文应用聚合酶链反应 ( PCR) 技术 ,于

1995 年 12 月至 1998 年 4 月连续 3 年冬春季对本

院住院及门诊儿科 256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儿进

行了呼吸道合胞病毒 ( RSV) 、腺病毒 (ADV) 、柯萨

奇病毒 (CBV) 、EB 病毒 ( EBV) 检测 ,以了解近 3 年

兰州地区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情况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及方法

1 . 1 　对象

1995 年 12 月至 1998 年 4 月本院儿科住院及

门诊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随机检测共 256 例 ,男

136 例 ,女 120 例 ,临床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82

例 ,下呼吸道感染 174 例 , (其中包括肺炎 118 例 ,支

气管炎 56 例) ,诊断标准依据《实用儿科学》第 6 版。

年龄最小 12 d ,～1 岁 142 例 ,～3 岁 84 例 ,～5 岁

30 例。256 例患儿中 223 例采用 PCR 方法对其呼

吸道分泌物进行了 RSV ,ADV 检测 ,58 例进行了柯

萨奇病毒 ,EB 病毒检测。

1 . 2 　方法

患儿入院 3 d 内留取呼吸道分泌物 ,将无菌吸

痰管送到患儿咽部 ,通过负压吸取呼吸道分泌物约

0. 2～0. 5 ml ,注入无菌试管立即送中心实验室应用

PCR 技术进行检测。

PCR 检测 : RSV 及 CBV 采用逆转录 PCR 法 ,

ADV 及 EBV 采用 PCR 法 ,试剂盒由中国科学院北

京科海医疗生物工程公司提供。操作步骤按说明书

进行。为避免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 ,检测中均设阴

性及阳性对照。

2 　结果

　　256 例患儿进行了 RSV 和/ 或 ADV ,CBV ,EBV

的检测 ,病毒检出总阳性率39. 45 % , RSV 及 ADV

感染率分别为27. 88 %(58/ 208) ,18. 75 %(36/ 192) ,

检出结果见表 1 ,2。

表 1 　不同年份 ARI 患儿呼吸道分泌物病毒检测结果

例 ( %)

病原
检测
例数

阳性
例数

1995. 12～
1996. 4

1996. 12～
1997. 4

1997. 12～
1998. 4

RSV 208 58 28 (48. 3) 19 (32. 8) 11 (19. 0)

ADV 192 36 8 (22. 2) 12 (33. 3) 16 (44. 4)

CBV 58 5 1 (20. 0) 2 (40. 0) 2 (40. 0)

EBV 63 2 0 0 2 (100. 0)

合计 101 37 (36. 6) 33 (32. 7) 31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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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RI 患儿不同感染部位病毒分布情况 　例 ( %)

病原
阳性

例数
支气管肺炎 支气管炎 上呼吸道感染

RSV 58 35 (60. 3) 18 (31. 0) 5 (8. 3)

ADV 36 19 (52. 8) 10 (27. 8) 7 (19. 4)

CBV 5 0 0 5 (100. 0)

EBV 2 0 0 2 (100. 0)

合计 101 54 28 19

3 　讨论

　　在小儿时期的常见病中 ,呼吸系统急性感染占

极重要地位。众所周知 ,各种病原均可引起 ARI ,在

临床上早期明确病原 ,才能有的放矢地治疗 ,克服抗

生素滥用现象。PCR 技术的应用 ,使我们对急性呼

吸道病毒感染早期、快速、特异的诊断成为可能。鉴

于病毒感染通常由上呼吸道蔓延而来 ,且病毒必须

在活细胞中才能生长繁殖 ,很少有带毒情况 ,故上呼

吸道标本可以反映下呼吸道病毒抗原[1 ] 。本文应

用 PCR 技术分别对 ARI 患儿呼吸道分泌物进行

RSV ,ADV ,CBV 及 EBV 的检测 ,其病毒检出阳性

率为39. 45 % ,低于上海、郑州地区 ARI 57. 1 %及

54. 8 %病毒检测阳性率[2 ,3 ] 。从 256 例 ARI 病毒学

检测分析 , RSV 及 ADV 感染率分别为 27. 88 % ,

18. 75 % ,成为本地区 ARI 的主要病毒之一。从 3

年中病毒感染分布情况分析 ,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4 月以 RSV 感染流行为主 (48. 27 %) ,而 1997 年

12 月至 1998 年 4 月则以 ADV 感染流行为主

(44. 44 %) ,表明 3 年中本地区 RSV 及 ADV 感染有

流行变化趋势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从不同病

毒感染部位看 ,在下呼吸道感染中 RSV ,ADV 为主

要感染的病毒 ,未检出 CBV 及 EBV ,而上呼吸道感

染中 4 种病毒均有检出 ,表明本地区下呼吸道病毒

感染主要病原为 RSV 及 ADV ,与国内报告一致[4 ] 。

本文 5 例 CBV 阳性者均为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与车

莉等[5 ]报道 CBV 引起下呼吸道感染率30. 8 %不符。

从本文结果显示 ,在每年冬春季 ARI 的患儿中

病毒感染占较大比例。目前临床上对大多数呼吸道

感染患儿常以抗生素作为治疗的首选药 ,虽确信其

弊端 ,但因无确凿可靠、早期、快速病毒诊断手段 ,造

成了抗生素的滥用。应用 PCR 法快速检测呼吸道

病毒 ,为临床医生治疗提供了依据 ,提醒临床医生在

治疗呼吸道感染时 ,注意抗病毒药物的应用 ,不要滥

用抗生素 ,以免继发耐药菌株的二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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