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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9 M"##: 年温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的检测结果'为临床提供病毒病

原学诊断依据& 方法$取 = #79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鼻咽分泌物'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9 种常见呼吸道病

毒抗原& 结果$

"

" "#7 份标本#@;5;]$病毒病原检测阳性'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P3$! 9"= 例#9:5!]$'腺病

毒#AV3$ >! 例#"5:]$'流感病毒A型#X3A$>> 例#;5#]$'流感病毒N型#X3N$!" 例##5=]$'副流感病毒 ! 型

#/X3!$;: 例#!59]$'副流感病毒 " 型#/X3"$9 例##5;]$'副流感病毒 ; 型#/X3;$"9= 例#!"5@]$%

#

病毒检出

率在小于 ; 个月和小于 > 个月年龄组较高'分别为 =;5>] 和 @75"]%

$

冬季病毒检出率最高& 结论$ "##9 M"##:

年温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仍以?P3为主要病原体' _> 个月的婴幼儿病毒感染率较高'好发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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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A?X$是小儿常见疾病之一'

病毒是 A?X最常见病原& 为了解 "##9 年 ! 月至

"##: 年 !" 月温州地区住院A?X患儿病毒病原感染

流行情况'本研究对 = #79 例住院 A?X患儿的鼻咽

深部分泌物进行呼吸道合胞病毒#?P3$等 9 种常见

呼吸道病毒的检测'现报告如下&

!"对象和方法

!5!"对象

"##9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临床诊断为

A?X的住院患儿共 = #79 例'其中男性 ; =7# 例'占

9#5@]'女性 ! =#9 例'占 "75>]%年龄 !; 0 至 !;

岁'平均 !"5: 个月& 诊断标准参照第 9 版.诸福棠

实用儿科学/

!!"

&

!5#"方法

!5"5!$标本采集和处理$$由专职护士在患儿入

院的当天或次日取其鼻咽分泌物'迅速送至实验室

待检'具体操作见参考文献!""

&

!5"5"$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病毒抗原$$采用荧

光标记的呼吸道病毒单克隆抗体分别检测 ?P3)腺

病毒#AV3$)流感病毒#X3$A)N型'副流感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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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型抗原& 试剂盒由美国%&,-'S*( 公司

生产'具体过程按试剂说明书操作'结果判断以见到

"

" 个完整细胞内有明亮的黄绿色荧光为阳性'否

则为阴性&

!5$"统计学处理方法

全部数据用 P/PP !;5# 软件包进行处理'率的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_#5#= 为差异有显著性&

#"结果

#5!"病毒检出结果

送检标本共 = #79 例'阳性标本共 " "#7 例'阳

性率为 @;5;]#" "#7K= #79$ #表 !$& 男性患儿病

毒检出率为 @;5:]#! =9@K; =7#$'女性患儿检出率

为 @"5!]#>;=K!=#9$'二者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

"

H

!5">#'# #̂5#=$& 混合感染中均为?P3合并其他病

毒'其中#?P3q/X3;$!7例'占 #57]#!7K" "#7$&

#5#"病毒病原学与年龄的关系

不同年龄组间病毒检出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

"

H!79599='#_#5#!$'以 M; 个月和 M> 个月组

最高& 混合感染在各年龄组均有检出'; 岁以下 "=

例中有 "@ 例'占 7>]& 见表 !&

#5$"临床诊断与病毒感染的关系

不同临床诊断组间病毒检出率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

!

"

H!!!5@>;'#_#5#!$'以急性毛细支气管炎

组病毒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肺炎组#表 "$&

#5+"不同季节病毒感染构成

"##9年病毒检出率为 @;5:]'"##: 年病毒检出

率为 @;5#]'两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

H#5;@"'

# #̂5#=$& 冬季病毒检出率最高占总病毒阳性的

@@5>]#7:>K" "#7$'夏季检出率最低占总病毒阳性

的 !#5;]#""9K" "#7$'@ 个季节的病毒总阳性率具

有极显著性差异#

!

"

H"=>5@7!'#_#5#!$& 见表 ;&

表 !"#//U [#//1 年不同年龄组&HM患儿病毒检出率
$!例#]$"

M; 个月#) H! ;:#$ M> 个月#) H7#>$ M!" 个月#) H! 9>!$ M;> 个月#) H9@>$ ;̂> 月#) H;#@$ 总计#) H= #79$

?P3 >=@ #@95@$ ;;> #;95!$ ==# #;!5"$ !>@ #""5#$ "! #>57$ ! 9"= #;;5:$

AV3 = ##5@$ " ##5"$ "> #!5=$ "# #"59$ : #"5>$ >! #!5"$

X3A : ##5>$ : ##57$ "" #!5"$ "" #"57$ > #"5#$ >> #!5;$

X3N # ##$ ! ##5!$ " ##5!$ : #!5!$ ! ##5;$ !" ##5"$

/X3! ; ##5"$ @ ##5@$ !> ##57$ : #!5!$ 9 #"5;$ ;: ##59$

/X3" " ##5!$ ! ##5!$ ! ##5!$ ! ##5!$ " ##59$ 9 ##5!$

/X3; >; #@5>$ :> #75=$ !#@ #=57$ !7 #"5=$ ; #!5#$ "9= #=5@$

混合感染 @ ##5;$ : ##57$ 9 ##5@$ = ##59$ ! ##5;$ "= ##5=$

合计 9;7#=;5>$ @@>#@75"$ 9":#@!5;$ "@9#;;5!$ @7#!>5!$ " "#7#@;5;$

表 #"#//U [#//1 年&HM患儿临床诊断与病毒感染关系
$!例#]$"

急性毛细支气管炎

#) H! !99$

肺炎

#) H" 7@#$

支气管炎

#) H=#:$

哮喘

#) H:>$

上呼吸道感染

#) H;:>$

总计

#) H= #79$

?P3 =#7 #@;5"$ ! #=# #;=59$ !"! #";5:$ !# #!!5>$ ;= #75!$ ! 9"= #;;5:$

AV3 > ##5=$ !: ##5>$ !: #;5=$ # ##$ !7 #@57$ >! #!5"$

X3A !# ##5:$ ;" #!5!$ 7 #!5:$ = #=5:$ !# #"5>$ >> #!5;$

X3N # ##$ : ##5;$ " ##5@$ # ##$ " ##5=$ !" ##5"$

/X3! > ##5=$ !: ##5>$ > #!5"$ # ##$ : #"5!$ ;: ##59$

/X3" # ##$ = ##5"$ ! ##5"$ # ##$ ! ##5;$ 9 ##5!$

/X3; >: #=5:$ !=9 #=5;$ ;# #=57$ @ #@59$ !> #@5!$ "9= #=5@$

混合感染 > ##5=$ !@ ##5=$ ! ##5"$ # ##$ @ #!5#$ "= ##5=$

合计 >#= #=!5@$ ! ;#" #@@5;$ !:: #;95#$ !7 #""5!$ 7= #"@5>$ " "#7 #@;5;$

表 $"#//U [#//1 年&HM患儿季节分布与病毒感染关系
$!例#]$"

春季

"##9 年

#) H@"!$

"##: 年

#) H>>7$

夏季

"##9 年

#) H@"#$

"##: 年

#) H@9!$

秋季

"##9 年

#) H>"9$

"##: 年

#) H9=!$

冬季

"##9 年

#) H9#=$

"##: 年

#) H! #;;$

?P3 !"= #"759$ !;: #"#5>$ ;! #95@$ ;" #>5:$ "@; #;:5:$ "@> ;"5:$ ;>! #=!5"$ =@7 #=;5!$

AV3 ; ##59$ !> #"5@$ !# #!5=$ > #!5;$ : #!5;$ @ ##5=$ !# #!5@$ @ ##5@$

X3A ; ##59$ !# #!5=$ != #;5>$ "! #@5=$ ! ##5"$ 7 #!5"$ ; ##5@$ @ ##5@$

X3N ! ##5"$ ; ##5@$ ; ##59$ # ##$ ! ##5"$ # ##$ " ##5;$ " ##5"$

/X3! = #!5"$ : #!5"$ !! #"5>$ @ ##5:$ @ ##5>$ # ##$ # ##$ > ##5>$

/X3" # ##$ # ##$ # ##$ # ##$ # ##$ @ ##5=$ ! ##5!$ " ##5"$

/X3; ;! #95@$ >9 #!#5#$ ;7 #75;$ =# #!#5>$ !> #"5>$ ;9 #@57$ "# #"5:$ != #!5=$

混合感染 # ##$ ; ##5@$ # ##$ = #!5!$ = ##5:$ = ##59$ # ##$ 9 ##59$

合计 !>: #;757$ "@= #;>5>$ !#7 #">5#$ !!: #"=5!$ "9: #@@5;$ ;#= #@#5>$ ;79 #=>5;$ =:7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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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 A?X病毒阳性率为 @;5;]'其中 ?P3

最高#;;5:]$'其次为 /X3#>5;]$)X3#!5=]$和

AV3#!5"]$& 由此可见 "##9 M"##: 年 ?P3仍是

温州地区小儿A?X的主要病毒病原'其次为/X3'与

本地区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 陶慧等!@"报道苏

州地区A?X患儿的病毒病原依次为 ?P3)X3)AV3

和/X3& 刘英茹等!="报道西安市A?X患儿的主要病

原为X3'其次为?P3'/X3位于第 ; 位'AV3相对少

见& 提示不同地区A?X的病毒病原谱不尽相同&

?P3是小儿A?X的主要病原之一'尤其在冬春

季节感染率较高& 本研究所示 ?P3感染以冬春秋

发病率较高'夏季最低'与国内报道的基本一致& 本

研究显示?P3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的检出率

为 75!]'明显低于下呼吸道感染的;>5;]%而且 !

岁以内的婴儿'尤其是 > 个月以下的小婴儿是 ?P3

的易感人群'临床以急性毛细支气管炎和肺炎为主

要表现& 说明 ?P3是引起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

主要病原&

本研究发现'/X3是仅次于 ?P3的儿童 A?X第

" 位病原& /X3感染中 /X3; 占 :=57]#"9=K;"#$'

/X3! 占 !!57]'/X3" 仅占 "5"]'表明/X3; 仍是主

要病毒病原'与本院既往资料一致!!<""

& /X3; 的检

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 岁以内患儿检

出率 # >5;]$ 明显高于 ! 岁以上患儿检出率

#"5!]$#

!

"

H":5"!>'#_#5#!$'/X3; 主要引起 !

岁以下婴儿的下呼吸道感染'这与北京等报道基本

一致!>"

& 另本组资料显示 /X3感染存在年度差异'

其中/X3; 几乎常年均可检出'而/X3! 和/X3" 呈散

发流行'无明显季节分布'与其他报道结果相同!9"

'

但各亚型的流行季节各地区有所不同!:<!#"

&

本研究发现'流感病毒感染仍以 X3A为主'每

个月均有检出'以夏春季检出率较高'上呼吸道感染

的患儿检出率明显高于下呼吸道感染患儿'! 岁以

上儿童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 岁以下儿童%AV3感染

>! 例'占 !5"]'以 ! 岁以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感染

患儿为主'呈散发流行'与既往本地区研究结果一

致!"' !!"

&

本研究发现混合感染 "= 例'占 #5=]'均为

?P3合并其他病毒感染'其中#?P3q/X3;$!7 例'

占混合感染阳性标本的 9>]'分布季节无明显规律

性'发生于 ; 岁以下 "@ 例'尤其是 ! 岁以下婴幼儿

!7 例& 与欧少阳等!!""的报道一致& 这可能与 ; 岁

以下婴幼儿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有关&

本研究显示'温州地区 "##9 M"##: 年儿童 A?X

的主要病原为?P3'其次为 /X3感染'其中 /X3; 为

优势株'冬季的病毒检出率最高'夏季检出率最低&

因此'在诊治儿童 A?X时'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

不同病原的季节分布规律及不同年龄的分布特点'

以便更好的指导临床工作&

!参$考$文$献"

!!"$胡亚美'江载芳5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上册$ ! "̀5第 9 版5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9<!"#"5

!""$曹淑彦'陈小芳'蔡晓红'李孟荣'宫剑'王秀娣'等5温州地区

"##= M"##> 年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病毒病原学检测的情况

!)"5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9' ""#!>$*!";@<!";=5

!;"$项蔷薇'罗运春'陈小芳5温州育英儿童医院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住院患儿病毒病原学研究!)"5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

"##!"$*9;:<9@#5

!@"$陶慧'欧阳颖'杨晓蕴'郝创利'刘继贤5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

患儿病毒病原学分析!)"5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 "##:' !:

#;$*@!#<@!"5

!="$刘英茹'程玮'汪辉5西安市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

学分析!)"5广西医学' "##9' "7#!!$*:7>!<:7>"5

!>"$王芳'赵林清'邓洁'朱汝南'钱渊5北京市"##! M"##; 年;!@!

例儿科急性呼吸道感染中副流感病毒的研究!)"5中华流行

病学杂志' "##>' "9#!$*@@<@>5

!9"$黄志英'董琳'陈小芳'张海邻'周晓聪'罗运春'等5温州地区

儿童副流感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5实用儿科临床杂

志' "##>' "!#!>$*!#>><!#>95

!:"$D,(2'SIW*( b)5/121'([4Z,(Q1R'2ZW,W!)"5%4'( '̀S2*E'*4?,R'

"##;' !>#"$*"@"<">@5

!7"$ *̀(+*AP5BSSZ22,(S,*[2,W.'21+*2UR'2ZW* +'-,' .41S,1(0 .,2W*(

!)"5/,0'1+2X([,S+V'W)' "##@' ";#! PZ..4$*P=:<>@5

!!#" 张蓉芳'金玉'耿新林'刘宗燕'原新慧5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

患儿人副流感病毒 ; 型检测及临床研究!)"5中国实用儿科杂

志' "##:' ";#!"$*7#!<7#@5

!!!" 张亚丽'董琳'陈小芳'周晓聪'李锦燕5温州地区急性呼吸道

感染住院患儿流感病毒感染状况调查!)"5浙江临床医学'

"##9' 7#:$*!#":<!#"75

!!"" 欧少阳'林广裕'吴扬'陆学东'林创兴'周仁彬5粤东地区住院

小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研究!)"5中国当代儿科

杂志' "##7' !!#;$*"#;<"#>5

#本文编辑*王庆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