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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提供帮助!指导合理用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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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抗原!分析病毒的分布情况!并从患儿年龄%季节因素等方面进行流行病学特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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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感染性疾病中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随着抗菌药

物的广泛使用#细菌性感染的发生率有所下降#而呼吸道病毒

感染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呈一定的地域

分布和季节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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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1

月至
,*18

年
(

月
+99

例呼吸道感

染患儿呼吸道分泌物中的
@

种常见病毒抗原#包括呼吸道合胞

病毒$

#VU

%+腺病毒$

%PU

%+流感病毒
%

$

e%

%+流感病毒
/

$

e/

%和副流感病毒
$

+

3

+

)

型$

:RU

$

+

3

+

)

%)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AC

!

一般资料
!

,*1+

年
1

月至
,*18

年
(

月本院住院的呼吸

道感染患儿
+99

例#其中男
,)8

例#女
18)

例&年龄
1K

至
18

岁#其中
#

1

岁
111

例$

#

1

岁组%#

1

&

+

岁
1)*

例$

1

&

+

岁

组%#

%

+

&

18

岁
1+C

例$

%

+

岁组%&患病季节为春季$

+

&

)

月%

11,

例#夏季$

(

&

C

月%

@C

例#秋季$

9

&

11

月%

)C

例#冬季$

1,

&

,

月%

1)1

例)

CAD

!

仪器与试剂
!

呼吸道抗原检测试剂盒由上海贝西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包括荧光标记的单克隆抗体
@

种$

#VU

+

%PU

+

e%

+

e/

及
:RU

$

+

3

+

)

%#浓缩洗涤液磷酸盐缓冲液

$

:/V

#

8*̂

%#封闭液#抗原对照玻片#另外需配备冷丙酮)所

用仪器为荧光显微镜)

CAE

!

方法

CAEAC

!

标本的采集和运送
!

将配套的绒植拭子经鼻腔插入到

达鼻咽部约
@

&

C26

处#来回旋转
,

&

+

次后迅速抽出拭子#放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8

月第
+(

卷第
C

期
!

R5=S&4?T<K

!

%

G

>"7,*1)

!

U37A+(

!

$3AC



入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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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导致小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中病毒感染最为常见'

,

(

)

#VU

+

%PU

+

e%

+

e/

及
:RU

$

+

3

+

)

型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其发病与年龄+季节+地域差

别等都有一定的联系#呈现不同的流行趋势)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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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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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报道#

+

岁以内儿童的阳性检出率较
+

岁以上儿童

高
,A8

倍之多'

,0)

(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各年龄组间呼吸道病毒

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但不同年龄

组间病毒种类有所差异#

#

1

岁的病毒感染患儿
#VU

阳性者

最多#占
)@A)B

#随年龄增加
#VU

感染率呈现下降#这与文献

'

(09

(报道相似)有文献报道#婴儿出生后第
1

年约
)*B

感染

过
#VU

'

1*

(

)

1

&

+

岁患儿
#VU

+

%PU

+

e%

感染率相近&

%

+

岁

的病毒感染患儿
e%

阳性者最多#占
88A8B

#

e/

次之)随年龄

增加
e%

和
e/

感染率呈现上升#这可能与学生引发的群发性

流感有关)

呼吸道病毒的流行与季节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

冬季是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高峰期#夏季病毒检出率最低#这与

国内其他报道相符'

11

(

)本研究中
#VU

和
e%

季节性较明显#

#VU

以春季流行为主#春季检出率高#夏季检出率很低#这与

文献'

1,

(报道的冬季检出率高不一致#这可能与当地的气候有

关)

e%

以冬季流行为主#冬季检出率高#这与其流感病毒的

流行特点一致)本研究
:RU

)

主要感染
+

岁及以下儿童#这与

:RU

对于婴幼儿常侵犯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而对于成人

主要侵犯呼吸道黏膜的表层组织有关)

:RU

)

主要以夏季为

流行高峰#这与张雪清等'

1

(报道的冬季为流行高峰有差异)以

上所述表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发病与地域和当地的气候条件

有关)

综上所述#

e%

和
#VU

是该地区小儿呼吸道病毒感染的

主要病原体#

+

岁以上婴幼儿最易感
e%

#高发于冬季)

#VU

在

1

岁以下婴幼儿中最易感#且高发于春季)这提示在冬季初春

感染的高发时节#要侧重于
e%

及
#VU

感染的防治)通过直

接免疫荧光法可以对呼吸道病毒进行快速准确的检测#为临床

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可加强婴$下转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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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营养丰富的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培养#并通过经验丰富的

检验师对菌落进行辨别和细菌鉴定)

美国
.P.

推荐青霉素作为治疗
Z/V

感染的常用药物#可

作为孕妇筛查阳性预防性用药)本研究体外药敏试验显示#

Z/V

对青霉素和头孢曲松的敏感率为
1**A**B

#对青霉素耐

药或过敏者可使用红霉素和克林霉素#但研究结果显示红霉素

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别高达
@@A)*B

+

)@A)*B

#因此应结合

临床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用药)

Z/V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的敏感性达
1**A**B

'

11

(

#目前尚无耐药菌株的报道'

1,

(

)但万

古霉素具有一定的肝+肾毒性#不适用于孕产妇及新生儿的治

疗&利奈唑胺一般可用于严重感染的患儿#以及作为产妇抢救

性用药)而左氧氟沙星对新生儿的骨骼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一

般不予使用)针对
Z/V

阳性者#为避免可能给母婴带来的严

重后果#分娩时选择性应用青霉素或氨苄西林#早期+足疗程给

予高危产妇药物预防和治疗#可有效降低新生儿
Z/V

感染率#

从而降低新生儿病死率)但对孕产妇用药需要进行综合分析#

谨慎用药&对分离的
Z/V

进行药敏试验#可以为临床早期预防

和治疗
Z/V

感染提供依据)

Z/V

还是重要的医院内感染病原菌#对需要实行剖宫产+

子宫肌瘤+终止妊娠+放置宫内节育器等手术治疗的患者#以及

接受宫腔镜检查的患者#可预防性用药)同时还要重视医源性

感染#防止医务人员的手与其他婴儿产生交叉感染#避免造成

晚发型感染#给临床治疗带来困难)近年来#

Z/V

在临床的分

离率逐渐上升#尽管对多数抗菌药物敏感#但对一些大环内酯

类+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在逐渐升高#这应引起临床的

高度重视#不能盲目的经验性用药#临床应重视对
Z/V

的检

测)此外#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容易导致生殖道的微生态失

调#给
Z/V

感染提供了机会)微生物实验室应加强检测能力#

改进培养基配方#加强对妊娠晚期$

+)

&

+@

周%女性生殖道和

肛周标本进行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降低患儿的发病

率)开展围产期
Z/V

筛查可以为预防和控制感染提供依据#

从而降低新生儿感染#提高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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