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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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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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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生物#

是一类能在无生命培养基上生长繁殖的最小的原核细胞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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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可在任何年龄发生#尤其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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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飞沫#以气溶胶微粒的形式传播#感染后引起

肺炎支原体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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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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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区性流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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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成肺外各系统改变#且有死亡病例的报道#已引起临床关

注'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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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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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手段#本文比较

了几种常用检测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等指标#不同条件的实

验室可根据实际组合应用#现将相关情况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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