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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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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联合检测
!

反应蛋白"

!YV

#及白细胞"

]̂ !

#计数对小儿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意义$方法
!

+,$/

例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细菌感染患儿
.-*

例纳入细菌感染组!病毒感染
/*,

例纳入病毒感染组!同期
#-,

例体检健康

儿童纳入对照组!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其
!YV

水平!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其
]̂ !

数量$结果
!

细菌感染组
!YV

浓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病毒感染组血清
!YV

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

$

$1$/

#$细菌感染组
]̂ !

计

数明显高于对照组!病毒感染组
]̂ !

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

#

$1$/

#$结论
!

联合检测
!YV

及
]̂ !

计数

对小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鉴别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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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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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它在儿科疾病中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其病原体主要是细菌和病毒#

*

种病原体感

染临床症状相似#在疾病早期不易鉴别诊断#对早期治疗及转

归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快速鉴别
*

种病原体的感染#对于指

导临床治疗意义重大'本研究对本院治疗的
+,$/

例急性呼

吸道感染患儿进行了血清
!

反应蛋白$

!YV

%检测及白细胞

$

]̂ !

%计数#探讨其在急性呼吸系统细菌(病毒感染的临床意

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诊治的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月至
+*

岁#平均$

#1*2,1*

%岁#其中细菌感染患儿
.-*

例纳入细菌感

染组#病毒感染
/*,

例纳入病毒感染组'同期本院体检健康儿

童
#-,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月至
+*

岁#均无呼吸道感染病史'

?1@

!

标本采集
!

所有受检者均抽取
*36

静脉血#乙二胺四

乙酸$

[W<;

%抗凝#

+B

内完成检测'

?1A

!

检测方法
!

!YV

检测仪器为芬兰
M@94:W9D

7

:4(A9=D

提

供的
!YV

快速检测仪$

aE9eY=DG!YV

%#检测试剂为该仪器原

装配套试剂#参考值
$

!

+$3

7

"

6

&

]̂ !

检测仪器为美国贝克

曼公司
6%./$$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试剂为该仪器原装配

套试剂#参考范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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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操

作说明书进行'

?1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VKK+.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

组被试
!YV

水平比较
!

细菌感染组(病毒感染组(对

照组
!YV

水平分别为$

,*102/1"

%($

/102+1+

%($

#1-2+1"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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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
!YV

水平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病毒感染组
!YV

水平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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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被试
]̂ !

计数结果比较
!

细菌感染组(病毒感染组

及对照组
]̂ !

计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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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
]̂ !

计数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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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组

]̂ !

计数结果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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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示有原始细胞(未成熟粒细胞(异型淋巴细胞(有核红细胞

等信息#但仪器再完善#也不能对单个细胞完全识别#对标本中

是否真的有异常细胞#及为何种异常细胞的检出仍需采用镜

检'从某种意义上讲细胞形态学$质%的改变比细胞数量$量%

的改变更具临床意义#因为有时形态变化会给诊断提供依

据)

/

*

#如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J,

型中异常早幼粒细胞在外周血

中酷似单核细胞#成人
<

淋巴细胞白血病典型细胞核呈大脑

半球变化等#原始细胞有时可被仪器误认为淋巴细胞#而形成

错误的检验报告#对于有异常的标本#仪器很难提供完全准确

的分析结果#实验室必须根据血液分析仪的
Z5D

7

警示信息(散

点图图像和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

QdU

%#通过缩小目标进行

显微镜分析#给临床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

*

'

大部分血细胞分析仪血小板计数通常为电阻抗原理#依据

细胞体积大小形成脉冲#从而得到计数结果#其干扰因素较多#

小红细胞(红细胞碎片等体积相当的成分都可能对血小板计数

形成干扰#造成计数不准确'移动界标技术应用后#存在巨大

血小板的血液进行血小板计数时又可能形成假性减少#多种因

素导致的体外血小板聚集对血小板计数结果的影响更明显'

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就是血涂片显微镜观察#然后根据显微镜

所见#并辅以适当的复检措施加以纠正#最终为临床提供准确

的检验报告#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医疗差错#同时可减少患者无

谓的医疗开支'使用国际
#+

条复检标准#漏检率低但复检率

过高#不适合临床应用)

.

*

#应注意收集(整理(发现问题#及时根

据自身医院特点对复检规则进行修改(完善#以提高血细胞分

析质量和工作效率#保证血液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

*

'

综上所述#在日常的血细胞分析中#不能过分依赖血细胞

分析仪#因多种因素会出现假性异常#仪器在鉴别血细胞形态

和结构方面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识别检出原始(幼稚及异常

形态的细胞#目前仅可作为血细胞分析的一种初筛手段#显微

镜复片仍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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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尤其是婴幼

儿发病率较高#该病起病急#病程较短#但病情较轻#一般预后

良好)

+

*

'引起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为病毒及细菌等#

因此明确何种病原体感染#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对小儿急性呼

吸道感染患儿的病情控制及治疗十分重要'

!YV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它是细菌感染体内产生

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物#因此血清
!YV

检测可作为细菌感染

的早期诊断指标)

*

*

#正常情况下其水平极低#一般为
$1,

!

+1$

3

7

"

6

#在细菌感染引发机体炎症或组织损伤时#血中
!YV

浓

度会急剧升高#

!YV

在炎症后
#

!

"B

内迅速合成#

,$

!

/$B

达

高峰#有时峰值甚至为正常值的
+$$$

倍)

,

*

'本研究发现细菌

感染组
!YV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病毒感染组血清
!YV

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1$/

%'同时
!YV

具有检测快速的优点#受影响

的因素较少#因此临床上常把
!YV

作为鉴定儿童细菌或病毒

呼吸道感染最有价值的指标之一#与国内文献报道一致)

#

*

'

细菌性感染时
]̂ !

数量一般会升高#然而病毒性感染时

其数量一般降低或正常)

/

*

'本研究显示细菌感染组
]̂ !

计

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

#

$1$/

%#病毒感染组
]̂ !

计数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与国内的研究相

符)

"

*

#因此
]̂ !

计数可作为鉴定小儿急性呼吸道病原体感染

的指标'

综上所述#

!YV

及
]̂ !

计数联合检测能及时反映人体内

炎症的感染状况#及时鉴别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是细菌

还是病毒引起#对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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