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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儿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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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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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确诊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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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收集其咽部分泌物标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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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检测'另抽取患儿空腹静脉血!对
4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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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检测!对两者的阳性检出率及与年龄&发病时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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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检出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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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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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儿
453

感染检测中!检测
461

比
%

&

'

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尤其是对

年龄
'

#

岁&发病时间较短"

'

;O

$的患儿!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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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

453

%是引起小儿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重

要病原体(

#

)

#对儿童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均有严重危害*近年

来#因
453

相关性小儿呼吸道感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

)

#

453

已成为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迄今为止#对于
453

传播尚无有

效的预防措施(

:

)

#对
453

感染的治疗也无最直接'有效的药

物#早期对感染进行明确诊断#可为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有效

指导#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

)

*目前#用于
453

早期诊断的指标

比较多#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4

法检测
461

'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51

%检测
%

&

'

#并对结果进行对比#以期获得

更准确的检测指标#为临床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急性呼吸道感

染患儿同时采集咽拭子检测
453B461

#采集静脉血检测

453B%

&

'

#其中任何一项为阳性则确诊为
453

感染*共纳入

!<

例患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分布!

'

<

月
)(

例#

$

<

月至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发病时间!

#

:O#$

例#

:

!

;O:)

例#

$

;O<

例#平均发

病时间为$

<=$)_#=(:

%

O

*纳入标准!年龄
'

#?

岁&符合疾病

诊断标准&未接受抗菌药物治疗*排除标准!重要脏器功能严

重不全&合并其他系统感染&病历资料不全*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生产的
3AA1

;2W

实时荧光定量
+-4

扩增仪&深圳雷度公司生产的
4CB

<(((

酶标仪&冷冻离心机&水浴箱等*试剂!中山大学达安基

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453B461

检测试剂盒&德国维润赛润

研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453B%

&

'

检测试剂盒*

A=C

!

方法
!

选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453B

461

检测试剂盒#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4

法对患儿咽拭子标

本进行
453B461

检测&选用德国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生产

的
453B%

&

'

检测试剂盒#应用
*̀%51

法对患儿血清
453B

%

&

'

进行检测*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
H_D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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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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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453B461

'

453B%

&

'

阳性检出率比较
!

453

感染患儿

!<

例#检出
453B461!(

例#检出
453B%

&

' #$

例#

453B

461

'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

:)=#?>

#

453B

461

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
453B%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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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B461

)

453B%

&

'

阳性检出率比较

检测指标
.

阳性$

.

% 阴性$

.

% 检出率$

>

%

!

)

!

453B461 !< !( < $"=)" :$=::) (=(((

453B%

&

' !< #$ :$ :)=#?

B=B

!

453B461

和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与患儿年龄的相

关性
!'

<

个月患儿的
453B461

阳性检出率为
#((=((>

#

453B%

&

'

阳性检出率为
(=((>

&

$

<

个月至
#

岁患儿的
453B

461

及
453B%

&

'

阳性检出率分别是
"(="#>

'

#$=#$>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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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

岁'

$

!

!

#?

岁患

儿的
453B461

和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

<<=<;>

'

$#=$)>

和
!?=!!>

'

<(=((>

'

$(=((>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B=C

!

453B461

和
453B%

&

'

的检出率与患儿发病天数的相

关性
!

发病时间
#

:O

组的患儿
453B461

和
453B%

&

'

的阳

性检出率分别为
$$=$">

'

#<=<;>

#

:

!

;O

组
453B461

和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

:;=!(>

#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

$

;O

组
453B461

和
453B%

&

'

的阳性

检出率分别为
<<=<;>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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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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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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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B46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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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性检出率与年龄的相关性

年龄
. 461

阳性$

.

%

461

检出率$

>

%

%

&

'

阳性$

.

%

%

&

'

检出率$

>

%

!

)

!

'

<

个月
)( )( #((=(( ( (=(( :<=#( (=(((

$

<

个月至
#

岁
## #( "(="# ) #$=#$ $="$: (=(((

$

#

!

)

岁
" $ $$=$" < <<=<; (=:)# (=!;#

$

)

!

!

岁
## " $#=$) < !?=!! (=$:$ (=:<(

$

!

!

#?

岁
! : <(=(( ? $(=(( (=((( #=(((

表
:

!!

453B461

和
453B%

&

'

阳性检出率与发病时间的相关性

发病时间
. 461

阳性$

.

%

461

检出率$

>

%

%

&

'

阳性$

.

%

%

&

'

检出率$

>

%

!

)

!

#

:O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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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453

属
461

病毒的一种#具有较强传染性#可引发肺炎'

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

#

!

)

*其发病是由炎症'宿主受累细

胞损伤'局部免疫反应'体液及高反应性等之间相互作用所引

发的*有研究显示#合胞病毒肺炎及毛细支气管炎占我国婴幼

儿急性呼吸道疾病首位#严重危害小儿健康及生长发育(

)

#

<

)

*

因此#选择有效的检测指标对
453

感染进行早期诊断#对疾病

防治具有重要作用*

病毒分离是经典诊断方法#以往被认为是
453

感染早期

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该方法所需时间较长#操作繁琐#在临床

应用中受限*而病毒核酸检测虽然具有较高灵敏度#但其对实

验条件要求严格#易被污染#也存在弊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检测指标有病毒抗原'

%

&

'

等(

?

#

<

)

*不具备
+-4

检测的医院以

453B%

&

'

作为早期快速诊断
453

感染的指标*但国内关于

453B461

与
453B%

&

'

在小儿呼吸道感染诊断中对比的报道

较少#为进一步探寻小儿呼吸道感染早期诊断有效方法#本研

究对两种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

453B461

'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

:)=#?>

#

453B461

的检出率显著高于
453B%

&

'

$

!

#

(=(!

%#提示在小儿
453

感

染检测中#

453B461

检测相比于
453B%

&

'

检测可获得更准

确的结果*有国内学者指出#实时荧光定量
+-4

检测
453B

461

阳性检出率$

:$=;>

%明显高于血液病毒
%

&

'

阳性检出

率$

)#=#>

%$

!

#

(=(#

%

(

;

)

*也有学者研究显示#荧光探针
+-4

法检测
453B461

具有特异度强'灵敏度高'准确度高等特

点(

$B#(

)

*国外有研究显示#传染病
+-4

的检测较传统技术具

有更高的灵敏度(

##

)

#也有其他研究显示#测试试剂灵敏度时要

以实时荧光定量
+-4

作为参考的标准(

#)

)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但其中有
<

例患儿没有检测到
453B461

#考虑是由

于采样不合格或者是
461

提取过程中降解导致*本研究

中#

'

<

个月'

$

<

个月至
#

岁患儿的
453B461

阳性检出率均

高于
453B%

&

'

$

!

#

(=(!

%#

'

<

月患儿的
453B461

阳性检出

率为
#((=((>

#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为
(=((>

#提示患儿

年龄越小#

453B461

检测的优势越明显#

453B%

&

'

的阳性检

出率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这与国内学者报道的年

龄
#

<

个月的婴儿
453B%

&

'

阳性检出率低(

;

#

#:

)

#与国外学者

年龄
#

#

岁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呼吸道病毒
%

&

'

阳性检出

率低于
#

!

:

岁患儿的报道基本一致(

"

)

#这可能是由于婴幼儿

免疫系统不成熟#免疫反应较弱而出现假阴性*在
$

#

岁的患

儿中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与
453B461

较为吻合#可能是

由于免疫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完善#免疫反应也由弱变

强#故
453B%

&

'

阳性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本研

究还发现#

453B461

的阳性检出率跟发病时间无相关性#而

453B%

&

'

的阳性检出率与发病时间具有相关性#发病时间
#

:

O

的
453B%

&

'

阳性检出率低于发病时间
:

!

;O

'

$

;O

#这可能

是由于
%

&

'

一般在发病
:

!

;O

出现#并在
;

!

#?O

后达到高

峰(

<

#

#(

#

#?

)

#所以发病早期检测不出来#这与国内学者的结论是

一致的(

#!

)

*

综上所述#在
453

感染的诊断方面#检测
461

比
%

&

'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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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准确度#尤其是对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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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儿*但在不具备
453B461

检测的医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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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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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只是采用
*̀%51

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结果还

需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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