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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茂名市呼吸道感染患儿呼吸道病毒的筛查#探讨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病毒病原情况#

掌握该地区呼吸道患儿病毒感染的流行趋势#为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疾病诊断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直接免疫

荧光法对
#(#2'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鼻咽分泌物进行
,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的检测#包括腺病毒!

4UO

$)呼吸

道合胞病毒!

3VO

$)流感病毒
4

!

>N\4

$)流感病毒
T

!

>N\T

$及副流感病毒!

W=O

$(结果
!

#(#2'

例患儿中#

检出呼吸道病毒阳性者
(("'

例#总阳性率为
$*%#!S

#

3VO

阳性检出率最高!

#,%()S

$#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

率存在明显的季节性#以第
#

季度检出率最高#且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
(

岁以下的婴幼儿(结论
!

所检测的
,

种呼吸道常见病毒中#

3VO

阳性检出率居于首位#该地区病毒感染与年龄及季节有关(

关键词!呼吸道病毒*

!

儿童*

!

直接免疫荧光法

!"#

(

#"%()!)

*

.

%/001%#!,(+2#("%$"#'%"*%"#'

中图法分类号!

3#,)

*

3*!$

文章编号!

#!,(+2#("

!

$"#'

$

"*+"*'#+"2

文献标识码!

4

>432

=

;1;67:900

@

1?0815593.35:0.1;:15;675912?.04I1:9.0;

@

1.3:6.

=

/1.-;14F36814

<

"

3#M6%

;

6%

#

/#PJ2,G6%

#

#

3#45'>&,

#

O"/012

?

6,

#

1"/0J%,

8

>'2

#

*4"/0!',

8

>6%

!

K&'>%,

8

K&=6<,&(&,E@D%(E*6&(=D@&<6*'F

;

%=&(

#

K&'>%,

8

#

02&,

8

E',

8

*$*"""

#

@D%,&

$

>D;:.35:

%

"D

E

05:1/0

!

T50;JC17G;096;;1/1

<

C86;0

X

/657C6

I

Z/6A0;0/19G/:J6;1E/7G6;0

X

/657C6

I

76597/18;9+

7/C1/1@5CF/1

<

#

7G;Z/65:

X

57GC

<

;10/19G/:J6;1E/7G6;0

X

/657C6

I

76597/18;97/C1E;6;/1Z;07/

<

57;J

#

7G;;

X

/J;F/9

76;1JC89G/:J6;1E/7G6;0

X

/657C6

I

76597/18;97/C1/17G;6;

<

/C1E50

<

650

X

;J

#

0C507C

X

6CZ/J;7G;H50/08C67G;

J/0;50;J/5

<

1C0/0C89G/:J6;1E/7G6;0

X

/657C6

I

76597/18;97/C1%F0:96?;

!

Q/7GJ/6;97/FFA1C8:AC6;09;19;

#

,

9CFFC16;0

X

/657C6

I

Z/6A0;0/1150C

X

G56

I

1

<

;5:0;96;7/C10E;6;J;7;97;J/1#(#2'

X

57/;170E/7G6;0

X

/657C6

I

/1+

8;97/C1/1CA6GC0

X

/75:

#

/19:AJ/1

<

5J;1CZ/6A0

!

4UO

$#

6;0

X

/657C6

I

0

I

19

I

7/5:Z/6A0

!

3VO

$#

/18:A;1B5Z/6A04

!

>N\4

$#

/18:A;1B5Z/6A0T>N\T

$

51J

X

565/18:A;1B5

!

W=O

$

%G0;-2:;

!

=1#(#2'950;0

#

7G;6;0

X

/657C6

I

Z/6A0

X

C0/7/Z;E;6;8CA1J/1(("'950;0

#

7G;7C75:

X

C0/7/Z;657;E50$*%#!S

#

7G;

X

C0/7/Z;J;7;97/C1657;C83VOE50

7G;G/

<

G;07

!

#,%()S

$#

51J7G;J;7;97/C1657;C86;0

X

/657C6

I

Z/6A0G50CHZ/CA00;50C15:9G56597;6/07/90

#

E/7G7G;

G/

<

G;07J;7;97/C1657;/17G;8/607

[

A567;6

#

51JF5/1:

I

9C19;17657;J/17G;

X

C

X

A:57/C1A1J;67G;5

<

;C87G6;;%

A6452-;164

!

3VOE507G;8/607C87G;,9CFFC16;0

X

/657C6

I

Z/6A0;0J;7;97;J

#

51J7G;Z/6A0/18;97/C1E50500C+

9/57;JE/7G5

<

;51J0;50C1%

H0

=

I6.?;

%

6;0

X

/657C6

I

Z/6A0

*

!

9G/:J6;1

*

!

J/6;97/FFA1C8:AC6;09;19;F;7GCJ

!!

呼吸道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多发性!是人类最常

见的有症状性感染疾病!天气原因"居住拥挤"社会活

动频繁是促进传播的原因!所以呼吸道病毒的检测尤

为重要#目前!国内外检测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方法很

多!比如病毒分离法"间接免疫荧光法"直接免疫荧光

法"碱性磷酸酶抗碱性磷酸酶侨联酶标法"巢氏
W?3

法及核酸杂交法等等#本研究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

利用抗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快速检测呼吸道分泌

物中
,

种常见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3VO

'"腺病毒

&

4UO

'"流感病毒
4

&

>N\4

'"流感病毒
T

&

>N\T

'和

副流感病毒&

W=O

'

#

"

$

"

(

型#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

病毒感染的检测越来越重要!国内省市级以上大医院

均已开展此项技术!在本市率先开展此项技术!为本

市呼吸道患儿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提高本院呼吸道

感染患儿的诊断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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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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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

间因呼吸道感染在茂名市妇幼保健院住院的患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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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

$"#*

年为
**$2

例!

$"#!

年为
,!$2

例!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22$#

例!最小年龄
#J

!最大为

#)

岁!其中
(

$'J

者
2*,

例!

$)J

至
#$

个月者
,#*(

例!

#

"

(

岁者
2#,!

例!

2

"

!

岁者
#"(*

例!

,

岁以上

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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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荧光显微镜"离心机"漩涡振荡

器"

(,b

恒温水浴箱#采用美国
U/5

<

1C07/9D

I

H6/J0

公司的
,

项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

$%&

!

方法$

#

%

$%&%$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由专职护士采集!将植绒

拭子经鼻腔插入!达到鼻咽部旋转
(

次后取出!置于

装有无菌生理盐水&约
$FN

'的转运管中送检#加入

#cWTV

缓冲液
2

"

'FN

!将标本在漩涡振荡器上充

分混匀!至成浑浊状态为止!打开盖子!取出植绒拭子

丢入有消毒液的废物缸里!再拧紧盖子!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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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离心
#"F/1

!去除上清液!如有黏液一起弃去#

再用
#cWTV

缓冲液洗涤
$

次#将最后
#

次离心后得

到的沉淀物加入适量
WTV

&

WTV

的用量与沉淀物的量

约为
#f#

'!调整至适当细胞浓度&最后制得样片的质

量取决于细胞悬液中细胞的浓度!细胞浓度过高会使

结果难以辨认!细胞浓度过低会降低实验的敏感度'#

$%&%%

!

细胞片制备
!

吸取
$*

!

N

细胞悬液点于预先

准备的
,

孔玻片!室温下干燥后用
2 b

丙酮固定
#"

F/1

#

$%&%&

!

?G;F/;C1

免疫荧光染色
!

吸取
$*

"

2"

!

N

含伊文斯蓝荧光素标记的呼吸道病毒单克隆抗体&即

抗
4UO

"

3VO

"

>N\4

"

>N\T

!以及
W=O#

"

$

"

(

型单

克隆抗体'分别滴加于标本上!

(,b

孵育
("F/1

!用

WTV

洗片
(

次!再用蒸馏水洗片!干后用
X

D'%*

甘油

缓冲液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

!

阳性结果判断及对照
!

设定呼吸道病毒抗原

阳性细胞为荧光显微镜下细胞核和&或'细胞质内可

见黄绿色荧光#阴性细胞无荧光!背景为淡蓝色#如

果
#

孔涂片中含有细胞数大于
$""

个!且
$

孔以上细

胞显示为阳性!即为某病毒感染#在确定阳性染色时

3VO

及
W=O

显示细胞质内染色!

>N\4

"

>N\T

为核

染色或细胞质内染色#采用试剂盒提供的阳性及阴

性对照片作对照#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

软件对数据进行

导出"整理#采用
=T@VWVVV757/07/90$#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h"%"*

!以
M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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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毒检出情况
!

#(#2'

例患者患儿中!

检出呼吸道病毒阳性
(("'

例!病毒检出总阳性率为

$*%#!S

!其中
4UO

阳性
()'

例&

(%"(S

'!

W=O#

阳性

##,

例&

"%')S

'!

W=O$

阳性
*)

例&

"%2*S

'!

W=O(

阳

性
2''

例&

(%,#S

'!

>N\4

阳性
$"!

例&

#%*,S

'!

>N\T

阳性
##,

例&

"%')S

'!

3VO

阳性
$$',

例

&

#,%()S

'#

,

种呼吸道病毒每月阳性检出情况!见

图
#

#

图
#

!!

$"#*M$"#!

年
,

种呼吸道病毒每月阳性检出情况

%%%

!

不同呼吸道病毒季节分布情况
!

根据
,

种呼吸

道病毒检出情况可以看出!除
>N\T

病毒在
)M##

月

份未检出外!其他病毒在全年均有检出!其中
3VO

阳

性率最高!全年持续时间长!在每年
)

月份开始呈现

下降趋势!每年
##

"

#$

月份感染率最低!其他月份均

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季度分布情况!第
#

"

2

季度

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率依次为
$)%2)S

"

$,%()S

"

$*%"2S

"

#,%)'S

#

2

个季度间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

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h#$(%*2,

!

Mh"%"""

'#

以第
#

季度阳性检出率最高!第
2

季度最低#见

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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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别患儿呼吸道病毒检测出情况
!

在

#(#2'

例患儿中!男性患儿
',$,

例!女性患儿
22$#

例#检出呼吸道病毒阳性者共
(("'

例!其中男性

$$")

例&检出率
$*%(#S

'!女性
#"))

例&检出率

$2%'!S

'!男女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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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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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呼吸道病毒检出的月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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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呼吸道病毒检出率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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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将所有患儿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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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合理性产生一定影响#通过本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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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快速"灵敏地检测病毒!及时明确诊断!对临床

治疗和预后意义重大#将实验室检测结果与其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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