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

( 李多#李元荣#向成玉
('**)

年临床分离病源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R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

%

( 朱英#陈兰
(

医院感染耐药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R

(

(

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

'*&*

#

'*

$

&'

&!

&6)0#&60&(

'

1

( 吕卫东
('1*

株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分析'

R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

志#

'*&&

#

'&

$

$

&!

%1)#%10(

'

6

( 李琼#孟红生#何静#等
('*&&

年医院感染病源菌分布及药物敏感

性分析'

R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7

&!

%1'0#%1$&(

$收稿日期!

'*&%#*7#&1

&

!临床研究!

脑卒中患者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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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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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脑卒中患者九项呼吸道病原体的
!

J

S

抗体检测结果及流行分布情况&方法
!

使用九项呼吸道病原体检

测试剂"

!

J

S

$检测
'*&7

年到该院门诊及住院的脑卒中患者
'$*

例血清中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抗体&结果
!

'$*

份血清共检测

出
1&

例标本阳性!阳性率为
'1(%_

!阳性项目
11

项!结果阳性率为
')(6_

!有
%

份标本检出两项病原体!合并感染率为
)('_

&

'&

$

1*

岁患者的病原体阳性率低于
'*

岁和大于或等于
1*

岁年龄组&结论
!

肺原支原体!是引起脑卒中患者呼吸道感染的最重

要的病原体占总检出病原体的
)*($_

&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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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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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主要有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

体*军团菌等微生物#同一临床表现又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

&

(

)

呼吸道感染起病较急#进展快#需及时明确病原微生物种类#以

便临床进行针对性治疗)使用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J

S

荧光方

法可检测的病原体包括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

h

热立克次

体*肺炎衣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

流感病毒以及副流感病毒)现将在本院门诊和住院的脑卒中

患者中检测的
'$*

例脑卒中患者血清学结果分析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7

年来本院门诊或住院的脑卒中患

者
'$*

例#采用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A(B

!

仪器与方法
!

主要仪器为德国
".!X+MS7***-

荧光

显微镜)检测试剂为西班牙
T!̀ X.""

公司采用间接免疫荧

光法$

!Q+

&生产的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检测试剂盒)抽取

待检者外周血
&

$

'@"

#

$%**A

"

@35

离心
%@35

取上清液#按

&l&

比例稀释血清标本#稀释后的血清中加入抗人
!

J

P

吸附

剂离心
&*@35

#在载玻片的每孔中加
&%

#

"

吸附剂处理过的血

清#湿盒中
$6[

温育
0*@35

后浸泡于
L-/

中
&*@35

#吹干每

孔加入
&%

#

"

荧光标记的抗人球蛋白
$6[

温育
$*@35

)

B

!

结
!!

果

!!

'$*

例血清进行了九项呼吸道病原体检测#其中阳性
1&

例#阳性率为
'1(%_

)检测出
&

*

'

种病原体的标本分别有
%1

*

%

份#分别占
0&()_

*

)('_

#其中肺炎支原体的阳性率最高#达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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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病原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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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的检测具体情况见表
&

*

'

)

小于
'*

岁组阳性率为
$$($_

#

'&

$

1*

岁组阳性率为
'7('_

#

&

1*

岁组阳性率为
$1(*_

#

$

个年龄组患者的病原体阳性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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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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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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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标本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抗体检测阳性率%

_

&

病原体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_

&

肺炎支原体
%$ '$(*

嗜肺军团菌
% '('

流感病毒
+

型
$ &($

肺炎衣原体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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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抗体检测阳性率%

_

&

病原体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_

&

流感病毒
-

型
' *(0

副流感病毒
* *(*

呼吸道合胞病毒
* *(*

h

热立克次体
* *(*

腺病毒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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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原体合并感染情况

项目
阳性例数

$

#

&

占总样本比

$

_

&

占阳性数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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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a

流感病毒
' $($ $(*

肺炎支原体
a

嗜肺军团菌
$ 7(0 7(%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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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患者
!

J

S

抗体的阳性率%

_

&

年龄组 检测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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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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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检测困难#临床存在大量漏检

或检测不准确的情况)因此#如何能快速准确高效地检测病原

体#是目前临床亟待解决问题)呼吸道病毒的检测一般包括病

毒分离法*免疫学法*分子生物学方法等)病毒分离法是病原

学诊断的金标准#但费时且技术要求高#不便于临床常规开展)

免疫学法简便易行#但影响判断读结果的因素很多#有时尚需

双份血清)分子生物学方法以
LX̀

法为代表#灵敏度高#但多

种病原体同时检测成本太高)本研究中采用的是间接免疫荧

光法#基于待测标本中的抗体与吸附在载玻片上的抗原发生反

应#标本中存在的特异性抗体与抗原反应#未与抗原结合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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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球蛋白在洗涤中除去#然后#抗原
#

抗体复合物与荧光素标记

的抗人球蛋白反应#用免疫荧光显微镜观察所得阳性率低于直

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病原体抗原#但后者操作复杂#不利于大批

量标本检测#而用间接免疫荧光法的方法进行快速检测#可以

为临床提供快速的病原学诊断依据)唯一的局限性是对患有

自身免疫性疾病儿童该方法会存在非特异性反应#影响结果的

准确性)

本研究显示#本院
'$*

例标本中#九项呼吸道病原体
!

J

S

抗体的阳性检出率为
')(6_

#这个结果略低于
LX̀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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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检出率前五位的病原体为肺炎支原体*嗜肺军团菌*

流感病毒
+

型*肺炎衣原体*流感病毒
-

型#

'

种病原体合并感

染主要为肺炎支原体合并军团菌或肺炎支原体合并流感病毒

+

型)其中肺炎支原体的阳性率最高#达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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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与其他报道差距很大'

$

(

#肺炎支原体是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

病原微生物#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国外文献报道肺炎支原

体的发病率约占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_

'

7

(

)本文研究的患者

为脑卒中患者为特殊人群#因活动范围所限#发生社区获得性

肺炎的概率较高#这与文献报道相符合'

%

(

)因此#建议加强脑

卒中患者的院内感染管理#减少发生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途径)

呼吸道病原体在不同年龄组人群中的检出率存在一定差

异#中年患者的病原体检出率为
'7('_

#低于年轻患者

$

$$($_

&和年老患者$

$1(*_

&#

$

个年龄组患者的病原体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脑卒中患者九项呼

吸道病原体的
!

J

S

抗体#结果提示要加强该类人群的院内感

染管理#减少发生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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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MU

引起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溶血三项与总胆红素检测分析

谢楠楠!钟乔华

"揭阳市人民医院!广东揭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析联合检测溶血三项和血清中总胆红素水平对由
+-f#

新生儿溶血病"

OMU

$引起高胆红素血症的早

期诊断价值!以期为
+-fOMU

引起的高胆红素血症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对该院出生的新生儿母亲血型为
f

型的
6)

例由
+-f#OMU

引起的高胆红素症的新生儿溶血三项"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
!

J

P

抗体测定和抗体放散试验$进行检测!根

据
OMU

判定标准将
6)

例患儿分为
+

%

-

%

X

%

M7

个实验组!再对各组患儿血清的总胆红素水平进行检测并作组间对比分析&同时

对
6)

例
OMU

阴性的健康新生儿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作
+-f#OMU

阳性组和阴性对照组组间比较&结果
!

溶

血三项的直抗试验%游离试验%放散试验的阳性率分别为
%%(&_

%

))(%_

%

&**(*_

!而在
+

型血和
-

型血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放散试验阳性率与游离试验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放散试验阳性率%游离试验阳性率分

别与直抗试验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四组间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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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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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U

引起的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显著高于健康新生儿血清胆红素水平"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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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

溶血三项试验和血清总胆红素联合检测作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早期诊断和分析病情的依据!有助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最大限度地降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风险!同时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

关键词"高胆红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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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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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OMU

&是由于母亲和胎儿的血型不同而引

起的同族免疫性溶血)若母婴血型不合#母亲体内存在与胎儿

红细胞不配合的
!

J

P

血型抗体#通过胎盘引起胎儿*新生儿红

细胞破坏所致的同族被动免疫性溶血#常发生在患儿不是
f

型血#其母亲为
f

型血)高胆红素血症又称病理性黄疸#是分

娩后一周的新生儿常见疾病之一#患儿随着胆红素血症的加重

进展为胆红素脑病#严重威胁生命和新生儿身体发育#如引起

智能落后*听力障碍*视觉异常#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对

社会和家庭造成负担#故需积极预防和治疗)目前临床上新生

儿溶血三项试验已经作为病理性黄疸患儿的筛查指标)为了

探讨溶血三项实验和总胆红素检测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临

床诊断中的作用#本研究对
6)

例患有病理性黄疸的新生儿的

血型*溶血三项*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进行临床检测#同时对健康

新生儿的血型*溶血三项*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进行检测#并作组

间比较#现将具体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0

月至
'*&7

年
0

月间在本院出生的

新生儿母亲血型为
f

型#诊断为
+-f#OMU

的新生儿黄疸的

血样共
6)

例#其中男
7'

例#女
$1

例%

+

型血患儿
7$

例#

-

型

血患儿
$%

例#根据
OMU

判定标准将
6)

例患儿分为
+

*

-

*

X

*

M

7

个实验组#

+

组!直抗试验$

a

&*游离试验$

a

&*放散试验

$

a

&%

-

组!直抗试验$

Z

&*游离试验$

Z

&*放散试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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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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