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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苏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B:E'住院患儿的病毒病原学情况) 方法&采集 ! \\S 例 "

岁以下B:E住院患儿鼻咽分泌物#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K5'#流感病毒B#C型%E5B#C'#副流

感病毒 !###@ 型%1E5!###@'及腺病毒B%BIB'等 "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用:R̀1':法检测人类偏肺病毒%(H15'

8基因) 结果&

"

! \\S 例患儿中#病毒检测阳性 [%" 例%@[7Sp') 单项病毒感染 [\! 例%@@7\p'#其中 " 种常见

呼吸道病毒检出率为 #@7!p#以:K5为主%!"7\p'#好发于冬春季#主要见于 ! 岁以下婴幼儿$

#

(H15阳性率为

!$7\p# @ b[ 月份为检出高峰期)

$

@\ 例混合感染中### 例为:K5合并 (H15感染#主要见于 ! 岁以下婴幼儿)

结论& :K5是该地区B:E的主要病毒病原#:K5感染好发于冬春季#多见于 ! 岁以下婴幼儿#(H15是 @ b[ 月份

B:E患儿的主要病毒病原#混合感染多见于 ! 岁以下婴幼儿)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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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J.;-),* )A;,//,* )* ;()624.* 6.AA-(3* ! ?.34,627 !!7')9 !")+,#$:,.'%+&# ;<<=# >> %?'&@;= B@A>"

&&D,E F"&.(&&B;9-.4.A0)43-,4?)*J.;-),*$ 5)49A$ M-),6,D?$ '()62

&&急性呼吸道感染%B:E'是住院儿童常见病#其

中肺炎是我国 [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 B:E

的病原主要有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近年随

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呼吸道细菌感染发生率有所

下降#而呼吸道病毒感染则呈上升趋势) B:E的病

毒病原学因不同国家*地区*年份*季节和年龄而不

同!! b@"

) 为探讨苏州地区 B:E住院儿童的病毒病

原学#我们对 ! \\S 例因 B:E入住我院呼吸科的患

儿鼻咽分泌物进行了病毒病原检测) 现报告如下)

>I对象与方法

>7>I对象

选取 #$$" 年 " 月至 #$$S 年 \ 月因B:E入住我

院呼吸科的 ! \\S 例患儿#男 ! $\" 例#女 \$! 例#

男q女为 !7"Sq!) 年龄 ! 个月至 " 岁#其中 ! 个月b

[\@ 例%@@7Sp'#\ 个月 b[$" 例%@$7Vp'#! 岁 b

@S[ 例%#@7!p'#@ b" 岁 #!@ 例%!#7Sp') 诊断标

准参照第 " 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V"

)

>7;I方法

!7#7!&标本采集&&患儿入院当日或次日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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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菌吸痰管经鼻腔插入 " bS ;/达咽部后负压吸

引得到足够鼻咽分泌物#分为两份#立即送检)

!7#7#&病毒检测&&将患儿鼻咽分泌物用 1CK 洗

涤后制成脱落细胞涂片#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 种

常见呼吸道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K5'#流感病

毒%E5' B#C%E5B#E5C'#副流感病毒 !###@ 型

%1E5!#1E5##1E5@'和腺病毒%BIB') 试剂购自美

国'(./);,*公司#按说明书操作#以每片
"

[ 个阳

性包涵体细胞为阳性)

!7#7@&:R̀1':法检测 (H158基因&&用 R4)L,6

提取鼻咽分泌物中核酸:8B#再用 \ 随̀机引物逆转

录合成;I8B#然后用 (H158基因的引物对扩增

(H15基因片段) 取 !$

!

Y扩增产物用 !7[p的琼

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下观察有 #!@ >0 荧光片段为

阳性) \ 随̀机引物和 (H158基因引物对由上海生

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7AI统计学分析

数据运用统计软件 K1KK !!7[ 分析处理#率的比

较采用
!

# 检验#)U$7$[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I结果

;7>I病毒病原学谱

"

! \\S例患儿中病毒阳性 [%" 例%@[7Sp'#男

@%V例%@\7Sp'#女 #$@ 例%@@7Sp'#男性感染率高

于女性#但差异无显著性)

#

病毒感染患儿中单项

病毒感染 [\! 例%@@7\p'#"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感

染 @S[ 例%#@7!p'#以:K5为主#共 #%@ 例#检出率

为 !"7\p#其他依次为1E5@ 型 V[ 例%#7"p'#BIB

!% 例%!7!p'#E5B!# 例%$7"p'#1E5! 型 !$ 例

%$7\p'#E5C\ 例%$7Vp'#1E5# 型未检出# (H15

检出率为 !$7\p%!"\X! \\S')

$

混合感染 @\ 例#其

中:K5o(H15## 例#:K5oBIB\ 例#:K5o1E5@

@例#:K5o1E5@ o(H15!例#1E5@ o(H15V例)

;7;I病毒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

总检出率&! b\ 个月组最高#为 V$7!p$@ b"

岁组最低#为 #S7#p) 病毒检出率组间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意义 %)U$7$!')

#

:K5&阳性检出率为

!"7\p#随着患儿年龄增长检出率逐渐降低#年龄组

间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U$7$!')

$

(H15&阳

性检出率为 !$7\p#年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意义)

%

1E5@&

!

! 岁组阳性检出率 @7\p%@%X! $"$'# T!

岁组阳性检出率 !7$p%\X[%S'#两组间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U$7$[')

&

混合感染&@\ 例混合感

染中#

!

! 岁组检出 #" 例#占 "[7$p%表 !')

;7AI病毒感染的季节性分布情况

:K5#(H15在各月份间比较差异具有非常显著

性意义%

!

#

Z@"!7@###!\7$[#均 )U$7$!'#其中 !$

月份至次年 # 月份是:K5检出率高峰#而 (H15检

出率高峰则在 @ b[ 月份%表 #')

表 >I不同年龄B:E患儿病毒阳性检出率 例%p'

年龄 例数 :K5 E5B E5C 1E5! 1E5@ BIB (H15 混合感染 阳性总计

! 月b [\@ !@[%#V7$' #%$7V' !%$7#' #%$7V' #$%@7\' !%$7#' [\%!$7$' !#%#7!' ##%%V$7!'

\ 月b [$" S%%!"7\' $%$' $%$' @%$7\' !%%@7"' @%$7\' [#%!$7@' ![%@7$' !S!%@[7"'

! 岁b @S[ [V%!V7$' S%#7!' #%$7[' V%!7$' V%!7$' !$%#7\' @S%%7%' "%!7S' !#"%@@7$'

@ b" 岁 #!@ ![%"7$' #%$7%' @%!7V' !%$7[' #%$7%' [%#7@' @$%!V7!' #%$7%' \$%#S7#'

!

# 值 @[7\! c c c !$7#V c @7#" @7#[ !#7[[

)值 U$7$! c c c U$7$[ c T$7$[ T$7$[ U$7$!

&&注&E5B#E5C#1E5!#BIB因检出数较少未作统计学处理)

表 ;I不同月份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率 例%p'

#$$" 年

" 月

%% Z![\'

S 月

%% Z!#S'

% 月

%% Z!@@'

!$ 月

%% Z!!S'

!! 月

%% Z!V"'

!# 月

%% Z!\"'

#$$S 年

! 月

%% Z!VS'

# 月

%% Z!$!'

@ 月

%% Z!VS'

V 月

%% Z![#'

[ 月

%% Z!V#'

\ 月

%% Z!#S'

:K5 #%!7@' @%#7@' S%\7$' $%$' \S%V\7@' \[%@S7%' VS%@#7V' V$%@%7\' !@%S7S' %%[7%' !%$7"' $%$'

E5B $%$' @%#7@' $%$' $%$' $%$' $%$' $%$' !%!7$' @%#7$' @%#7$' #%!7V' $%$'

E5C @%!7%' !%$7S' $%$' $%$' $%$' $%$' !%$7"' !%!7$' $%$' $%$' $%$' $%$'

1E5! !%$7\' $%$' $%$' #%!7"' $%$' #%!7#' !%$7"' $%$' #%!7V' !%$7"' !%$7"' $%$'

1E5@ S%[7!' V%@7!' [%@7S' V%@7V' @%#7$' !%$7\' V%#7"' $%$' @%#7$' @%#7$' V%#7S' \%V7"'

BIB @%!7%' $%$' $%$' $%$' !%$7"' !%$7\' $%$' #%#7$' $%$' @%#7$' @%#7!' \%V7"'

(H15 %%[7S' @%#7@' !%$7S' !%$7S' "%V7S' !#%"7#' \%V7!' [%[7$' @$%#$7@' V"%@$7%' V"%@@7!' S%\7@'

混合感染 #%!7@' $%$' #%!7[' V%@7V' @%#7$' \%@7\' @%#7$' #%#7$' V%#7"' [%@7@' [%@7[' $%$'

阳性总计 #S%!"7%' !V%!$7%' !\%!#7$' V"%@%7S' S#%[[7S' S"%[#7!' \@%V#7\' [!%[$7[' [[%@"7#' "!%V\7"' \@%VV7V'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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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讨论

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科 B:E的主要病毒病原是

:K5#E5#1E5#BIB

![ bS"

) (H15是荷兰学者 <3* 2.*

_,,D.*等!%"在 #$$! 年首先发现的一种副黏病毒#

主要累及儿童#随后很多国家或地区相继证实有

(H15流行#提示 (H15呈全球性分布并具有较长

的流行历史) 我国北京朱汝南等!!$"于 #$$@ 年在

B:E患儿鼻咽部分泌物中首先检测到 (H15核酸信

号#并发现未明病原的患儿约 @$p为 (H15感染#

其他地区则少有报道)

本研究表明病毒是本地区 " 岁以下儿童 B:E

的重要病原) ! \\S 例患儿中 "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

阳性率为 #@7\p# 远低于温州 %VV7"p'* 重庆

%@S7%p'*北京%@\7#p'等地区![ b""

) 病毒感染中

以:K5为主#好发于冬春季#与报道一致![ bS"

#而且

:K5感染率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 :K5

感染主要见于 ! 岁以下婴幼儿#其原因可能是新生

儿通过母体获得的 EDd#不仅不能提高对本病的免

疫力#反而可与:K5病毒形成复合物沉着于肺内而

导致局部过敏#坏死型反应而引起呼吸道感染!!!"

#

说明:K5是本地区冬春季低年龄组婴幼儿 B:E的

主要病原) 而有报道 B:E患儿病毒感染以 E5为

主!!##!@"

#可能与检测方法有关 %报道者都是用

MYEKB法检测血清中的病毒特异性 EDH抗体') 本

研究共检测到E5#% 例#1E5\[ 例#仅为散发#无流

行迹象#与 #$$[ 年本地区情况一致!!V"

)

(H15也是儿童 B:E的重要病因#国外研究者

已证实这一呼吸道病毒在呼吸道感染中的致病作

用!!["

) 本研究中 (H15阳性检出率为 !$7\p#感染

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组#流行高峰在 #$$S 年 @ b[

月份#不同于北京流行高峰在 !! 月份至次年 # 月份

的报道!!$"

) 本地区自开展 (H15检测以来至 #$$S

年 @ 月份之前的 @ 年多中 (H15阳性检出率一直较

低#而 #$$S 年 @ b[ 月份 (H15阳性检出率均在

#$p以上#阳性例数占全年的 "$7[p%!#VX!"\'#而

\ 月份检出率已明显降低#说明本地区 (H15在

#$$S 年 @ b[ 月份有一流行高峰#原因有待研究#可

能与气候*人口流动等因素有关) 因此本地区 B:E

患儿感染 (H15的流行情况仍值得长期关注)

本研究中混合感染 @\ 例#以 ! 岁以下婴幼儿为

主#占 "[p%#"X@\'#这表明婴幼儿免疫功能低下#

易患混合感染) @\ 例混合感染中以 :K5合并

(H15感染多见#占 \!7!p%##X@\'#其中 @ b[ 月份

!V 例患儿混合感染都为:K5合并 (H15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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