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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龄前儿童早期细菌性感染中的临床

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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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细菌性感染患儿"细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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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毒性感染患儿"病毒感染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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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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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各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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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感染组治疗前
=<<

和
XK0

水平均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康对

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6E

后!

=<<

和
XK0

水平均显著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病毒感染组
XK0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
=<<

水平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细菌感染组
=<<

和
XK0

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康

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毒感染组
XK0

的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
=<<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XK0

对诊断学龄前儿童

早期细菌性感染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5

%

7#*"5

%

7#*75

%

7)*(5

!

=<<

分别

为
76*+5

%

"7*65

%

6)*)5

%

73*75

!二者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检测

=<<

和
XK0

水平有助于学龄前儿童细菌性感染的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和预后判断&

关键词"降钙素原#

"

血清淀粉样蛋白
<

#

"

学龄前儿童#

"

早期细菌性感染

!"#

!

(+*#7,7

"

8

*9//:*(,6#;3(#+*)+(4*+4*++4

中图法分类号"

'33,*"

文章编号"

(,6#;3(#+

"

)+(4

$

+4;+7)";+3

文献标识码"

<

KA'+,

I

-,.,5/-5'%.H$K/-0M==0'7'57,%-,-'/*6

9

5A,60A%%08/57'*,/6,-.'57,%-,-

)

*'+5A%%65A,60*'-

+F+,N(1

2

)41

2

!

G%B(1

!

EF*+=;@1

!

NFSN(40A(1

2

!

"#%#@(A(1

#

"

/'

6

4789'180

:

B'C(D43-4A074807

<

!

8;'K(7>8*

::

(3(48'C#0>

6

(8430

:

#@141%1(I'7>(8

<

0

:

=;(1'>'B'C(D(1'

!

=;41

2

>;4

!

#@1413(+++6

!

=;(14

$

=8+7*/57

'

"8

>

'57,?'

"

0D9:RC/A9

O

BACAPCF@9:9FB@/9

O

:9G9FB:FCDG

!

IDFB@F9AD:9:

"

XK0

$

B:E/CI?>B>

N

@D9E<

"

=<<

$

9:CBI@

N

MBFACI9B@9:GCFA9D:9:

!

IC/FPDD@FP9@EIC:*@'7A%0+

"

,6FP9@EIC:H9APMBFACI9B@9:GCFA9D:

"

MBFAC;

I9B@9:GCFA9D:

O

ID?

!

$!

,)FP9@EIC:H9APR9IB@9:GCFA9D:

"

R9IB@9:GCFA9D:

O

ID?

!

$

B:E,+PCB@AP

N

FP9@EIC:

"

PCB@AP

N

FD:AID@

O

ID?

!

$

HCICC:ID@@CE9:AP9//A?E

N

!

@BACLC:PB:FCEA?IM9E9>CAI9F9>>?:DB//B

N

HB/?/CEADECACFA=<<

B:EA?IM9E9>CAI9F9>>?:DB//B

N

HB/?/CEADECACFAAPC@CRC@DGXK0

!

APC@CRC@/DG=<<B:EXK0B:EAPC

!

D/9;

A9RCIBACHCICFD>

!

BICEB>D:

O

B@@

O

ID?

!

/

!

B:EAPC/C:/9A9R9A

N

!

/

!

CF9G9F9A

N

B:E

!

D/9A9RC

!

ICE9FA9RCRB@?C

!

:C

O

BA9RC

!

ICE9FA9RCRB@?CB:EWD?EC:9:ECLDG=<<B:EXK0@CRC@/*4'+;67+

"

0PC@CRC@/DG=<<B:EXK09:APCMBFAC;

I9B@9:GCFA9D:

O

ID?

!

MCGDICAICBA>C:AHCIC/9

O

:9G9FB:A@

N

P9

O

PCIAPB:APD/C9:APCR9IB@9:GCFA9D:

O

ID?

!

B:EAPC

PCB@AP

N

FD:AID@

O

ID?

!

"

!

$

+*+"

$!

6EB

N

/BGACIAICBA>C:A

!

APC@CRC@/DG=<<B:EXK0ECFICB/CE/9

O

:9G9FB:A@

N

"

!

$

+*+"

$#

APC@CRC@DGXK09:R9IB@9:GCFA9D:

O

ID?

!

HB/:DA/9

O

:9G9FB:A@

N

E9GGCIC:AGID>APBA9:PCB@AP

N

FD:AID@

O

ID?

!

"

!

%

+*+"

$!

M?AAPC

!

D/9A9RCIBACDG=<< HB//9

O

:9G9FB:A@

N

E9GGCIC:AGID>APBADGAPCPCB@AP

N

FD:AID@

O

ID?

!

"

!

$

+*+"

$

*0PC/C:/9A9R9A

N

!

/

!

CF9G9F9A

N

!

!

D/9A9RC

!

ICE9FA9RCRB@?CB:E:C

O

BA9RC

!

ICE9FA9RCRB@?CDGXK0GDI

CBI@

N

MBFACI9B@9:GCFA9D:9:

!

IC/FPDD@FP9@EIC:HCIC7)*"5

!

7#*"5

!

7#*75

!

7)*(5

!

IC/

!

CFA9RC@

N

!

DGAPC=<<

RB@?C/HCIC76*+5

!

"7*65

!

6)*)5B:E73*75

!

IC/

!

CFA9RC@

N

!

APCICHCIC/9

O

:9G9FB:AE9GGCIC:FC/MCAHCC:APC

AHD

O

ID?

!

/9:/

!

CF9G9F9A

N

B:E

!

D/9A9RC

!

ICE9FA9RCRB@?C

"

!

$

+*+"

$

*$%-56;+,%-

"

.CACFA9D:DG=<<B:EXK0@CR;

C@/HB/PC@

!

G?@GDICBI@

N

E9B

O

:D/9/

!

E9GGCIC:A9B@E9B

O

:D/9/B:E

!

ID

O

:D/9/DGMBFACI9B@9:GCFA9D:9:

!

IC/FPDD@FP9@;

EIC:*

B'

9

C%*0+

'

!

IDFB@F9AD:9:

#

"

/CI?>B>

N

@D9E<

#

"!

IC/FPDD@FP9@EIC:

#

"

CBI@

N

MBFACI9B@9:GCFA9D: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3

月第
#7

卷第
4

期
"

S:A]VBM2CE

!

<

!

I9@)+(4

!

D̂@*#7

!

1D*4



""

细菌性感染是儿科的多发病)常见病#严重威胁

儿童健康#早期诊断感染#尤其是鉴别细菌和病毒感

染对临床治疗非常重要&学龄前儿童由于免疫系统

和免疫屏障功能不完善#面临着巨大的感染威胁#由

于感染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难以与非感染性疾病相

鉴别#给临床判断带来困难&细菌培养所需时间较

长#但是判断感染性疾病的,金标准-#且易受到一些

外在因素的影响#使早期诊断受到限制&近年来#血

清淀粉样蛋白
<

'

=<<

(和降钙素原'

XK0

(在儿科细

菌性感染中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

是由肝脏产生

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细菌)病毒)真菌感染时均有

不同程度的升高#在炎性反应发生
3

$

,P

后#

=<<

的

血清浓度猛增#可达原水平的
(+++

倍$

(

%

*

XK0

升高

是诊断细菌感染和判断细菌感染严重程度的重要指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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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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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XK0

在学龄前儿童

细菌性感染中的应用价值#为学龄前儿童早期细菌性

感染的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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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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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儿科
)+(,

年
7

月至
)+(6

年
4

月确诊为感染性疾病的患儿#共
()7

例&按病原

体不同分为细菌感染组和病毒感染组#另纳入同期无

感染史健康体检学龄前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细菌

感染组
,6

例#其中男童
#,

例#女童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3g)*,

(岁*细菌感染判断标准!细菌培

养)病原学检测为阳性#临床抗菌药物治疗有效者#临

床诊断败血症或脓毒血症*确诊病情包括!急性支气

管肺炎
)(

例#急性支气管炎
(7

例#化脓性扁桃体炎

()

例#肠炎
"

例#败血症
3

例#尿路感染
#

例#脓毒血

症
)

例#脑膜炎
(

例&病毒感染组
,)

例#其中男童
#)

例#女童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g)*4

(岁*病

毒感染判断标准!相关血清学抗体检测为阳性#用抗

菌药物治疗无明显疗效#白细胞计数'

cZK

(正常或低

于正常#分类以淋巴细胞为主*根据临床及病原血清

学抗体检测#诊断为流感病毒感染
)+

例#呼吸道合胞

病毒感染
)#

例#副流感病毒感染
6

例#麻疹病毒感染

3

例#腺病毒感染
#

例#水痘
)

例#其他病毒感染
#

例&

健康对照组
,+

例#其中男童
#)

例#女童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g)*"

(岁#近期无感染史&各组患

者年龄)性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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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可比性&

D*E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贝克曼

<Y"4++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法国#生物梅里埃
Ŝ;

.<=

(*

=<<

试剂为宁波普瑞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

XK0

试剂为仪器原装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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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患儿样本采集及检测均在空腹
()P

以上#早晨静脉采血#分别于入院治疗前和治疗
6E

后

采集
">V

静脉血标本#温箱孵育
#+>9: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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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离心
(+>9:

#分离血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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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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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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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样本避免溶血#健康

对照组以同样方法留取血样标本检测#所有标本检测

)P

内完成#检测步骤严格按试剂说明书操作&检测

均按要求对仪器进行校准#各仪器均使用配套质控品

测试#试验期间仪器状态良好&

=<<

采用胶乳增强免

疫比浊法#

=<<

'

(+*+>

O

"

V

为阳性*

XK0

采用免疫

比浊法#

XK0

'

+*"

"

O

"

V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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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各组的血清
=<<

和

XK0

水平检测结果#并统计不同检测项目的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灵敏度)特异度#并计算约登指数&

D*J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4*+

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5

(表示#

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Jg>

表示#比较采用
8

检

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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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D

"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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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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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

细菌感染组治疗

前
=<<

和
XK0

水平均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康

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细菌感染

组治疗
6E

后#

=<<

和
XK0

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下

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毒感染组

=<<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但
XK0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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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

和
XK0

水平比较$

Jg>

%

组别
1 =<<

'

>

O

"

V

(

XK0

'

"

O

"

V

(

细菌感染组
,6

"

治疗前
,6 )46*,#g"6*(3

BMF

)*(#g+*37

BMF

"

治疗
6E

后
,6 ("*63g,*), (*+(g+*#,

病毒感染组
,) #6*4g(#*"3

B

+*"6g+*)(

健康对照组
,+ "*,(g+*77 +*3)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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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B

!

$

+*+"

*与病毒感染组比较#

M

!

$

+*+"

*

与细菌感染组治疗
6E

后比较#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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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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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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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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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比较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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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

V

)

XK0

'

+*"

"

O

"

V

为阳性标准#细菌感染

组
=<<

)

XK0

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

康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毒感

染组
=<<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XK0

的阳性率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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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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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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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价值比较
"

=<<

对诊断学龄前儿童早期细菌性感

染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6*+5

)

"7*65

)

6)*)5

)

73*75

#

XK0

分别为
7)*"5

)

7#*"5

)

7#*75

)

7)*(5

#二者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约登指数分别为

+*",6

)

+*4,+

#

XK0

对早期细菌性感染的诊断价值要

优于
=<<

&见表
#

&

表
#

""

=<<

和
XK0

检测对学龄前儿童早期细菌性感染的

"""

诊断价值比较

项目
灵敏度

'

5

(

特异度

'

5

(

阳性预测值

'

5

(

阴性预测值

'

5

(

约登指数

=<< 76*+ "7*6 6)*) 73*7 +*",6

XK0 7)*" 7#*" 7#*7 7)*( +*4,+

F

"

讨
""

论

""

感染性疾病是学龄前儿童的多发病)常见病#尤

其是婴幼儿由于免疫系统尚不成熟#感染早期症状非

特异#不易被发现#且病程进展快#如不及时进行正确

处置很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

%

&造

成感染的病原体通常为细菌或病毒#两种感染类型的

临床处理方法完全不同#因此快速)准确区分这两种

感染类型尤为重要&病原学检查是诊断细菌感染的

金标准#但存在结果回报滞后)样本易受污染)阳性率

低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寻找能够快速)准确地早

期诊断感染的生物标志物&近年来#

=<<

和
XK0

等

血清学炎症指标在儿科的早期诊断中引起了大家的

关注#可以弥补标本采集)培养时间方面的局限性#临

床应用广泛#对儿童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指导抗

菌药物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3

%

&

血清
=<<

由肝细胞分泌#是一种极为敏感的多

肽类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健康人血液中有少量存

在#在急性或慢性炎性反应时#血清
=<<

水平都会显

著增高#甚至超过正常值的
(+++

倍以上#对细菌感染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感染时迅速升高&病毒感染和非

特异性
K

反应蛋白时保持低水平#

4

$

()P

内即可达

到峰值#半衰期仅
"+>9:

左右$

"

%

#在疾病的恢复期迅

速下降#因此#

=<<

可作为反映机体感染和
K

反应蛋

白控制的敏感指标$

,

%

&虽然
=<<

与
K

反应蛋白类

似#对疾病的诊断不特异#但既往研究表明
=<<

较

K'X

更灵敏#在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早期均可明显升

高#烧伤)创伤等应激状态下也会快速增加#监测
=<<

有助于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

6

%

&

XK0

是一种蛋白

质#为降钙素前体物质#在健康人血浆中浓度极低'

$

+*++)"

"

O

"

V

(#当机体严重细菌感染时#细菌脂多糖

'

VX=

(短时间内能诱导大量
XK0

生成#

#

$

3P

即可检

测到#并在
)3P

持续升高#随病情加重升高明显#且随

着感染的控制而迅速下降#病毒感染时因
.

干扰素

'

S&1;

.

(的释放阻断了
XK0

的合成#不会引起
XK0

水平的升高$

4

%

&因此#血清
XK0

检测具有较强的特

异度)灵敏度#有学者认为
XK0

检测对感染的早期诊

断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作为细菌感染

早期的诊断指标#对鉴别细菌感染并指导抗菌药物使

用具有较高价值$

7

%

&

本研究显示#细菌感染组治疗前
=<<

和
XK0

水

平均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在临床中对患儿血清

=<<

和
XK0

进行检测#能够为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二者均可作为细菌感

染的良好诊断指标&病毒感染组
=<<

水平较健康对

照组明显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XK0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这与国内外诸多文献报道一致$

(+

%

#可能

由于
=<<

为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细菌和病毒感染

早期均可升高#因此#

=<<

升高不能确认病因#只是提

示感染&而细菌感染时细菌
VX=

短时间内能诱导甲

状腺外的多种组织表达降钙素基因
K<VKS

#引起

XK0

大量释放#而在病毒感染时
XK0

不升高$

((

%

#二

者同时升高#则提示与细菌感染高度相关&本研究表

明#细菌感染组治疗
6E

后
=<<

和
XK0

水平均显著

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动态监

测
=<<

和
XK0

水平的变化#有助于细菌感染的早期

诊断#判断感染控制情况#进行预后评估#对早期制订

用药方案)减少细菌耐药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细菌感染组
=<<

和
XK0

的阳

性率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和病毒感染组#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毒感染组
=<<

的阳性率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XK0

的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在诊断细菌感染时#

=<<

的灵

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6*+5

)

"7*65

)

6)*)5

)

73*75

#

XK0

分别为
7)*"5

)

7#*"5

)

7#*75

)

7)*(5

#二者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与相关文献报

道一致$

();(#

%

#提示
=<<

对诊断细菌感染有一定的准

确性#而对鉴别病毒感染与细菌感染意义不大#

=<<

是感染性疾病辅助诊断新指标#主要临床意义与
K'X

相仿#用以评估急性时相反应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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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病毒和

细菌感染的早期均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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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0

对早期细菌性

感染的诊断价值要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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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K0

对病毒感染与细

菌感染具有鉴别诊断意义&

=<<

和
XK0

的约登指数

分别为
+*",6

和
+*4,+

#约登指数是特异度与灵敏度

之和减去
(

#数值越大说明该检测方法的诊断价值越

高#提示在诊断细菌性感染的价值
XK0

要优于
=<<

&

综上所述#早期诊断是治疗的关键#血清
=<<

和

XK0

在细菌感染时均可明显升高#可作为早期感染的

判别标志物#对鉴别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有重要价

值#动态监测二者水平有助于判断患儿病情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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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合理用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者在诊断细菌

性感染中具有较高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灵敏

度和特异度#但
XK0

的诊断价值优于
=<<

#联合检测

能够提高细菌感染诊断的可靠性#二者在临床应用方

面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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