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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贵阳市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常见细菌感染状况及细菌性病原谱构成&方法
"

收集

贵阳市
"

家哨点医院
)+()h)+(#

年度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标本!对痰液%全血%胸水和支气管灌洗液标本进

行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

<

组乙型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分离培养和鉴

定!对鼻(咽拭子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XK'

方法检测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核酸!对尿液标本采取免疫层析法

进行肺炎链球菌和嗜肺军团菌的快速抗原检测&结果
"

收集贵阳市
3"7

例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共
(+(+

份

标本!从
)+)

份痰液中检测出细菌阳性标本
)(

份!阳性率为
(+*3+5

!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3

株%铜绿假单胞菌
"

株%流感嗜血杆菌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检出
(

份痰液合并感染肺炎克雷伯菌和流感嗜血杆菌$&

)#)

份

尿液中检出
#

份肺炎链球菌抗原阳性及
3

份嗜肺军团菌抗原阳性&

(#(

份全血%

)3

份胸水%

)

份支气管灌洗液

标本均未培养出目标菌&

3(7

份鼻(咽拭子标本均未检出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结论
"

贵阳市
)+()h

)+(#

年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细菌性病原以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

关键词"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

细菌#

"

病原谱#

"

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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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检测是中国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构建中

的重要环节#对疫情监测)病因识别)疾病流行预警发

挥着关键作用&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临床症状相似但

致病病原体复杂$

(

%

#为了解贵阳市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病例中常见呼吸道细菌的感染状况#探讨细菌感染的

病原谱构成和流性特征#为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和控

制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能力#本

研究采集
)+()h)+(#

年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贵阳

市第五人民医院)贵阳市肺科医院)清镇市人民医院

和修文县人民医院
"

家哨点医院的发热呼吸道症候

群病例标本#并检测常见细菌性病原体#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3"7

例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患者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贵阳市
"

家哨点医院#

由接诊医生进行统一的个案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家

庭住址)发病时间)临床症状等&一共采集到标本

(+(+

份'

(

例患者可同时采集不同种类标本(#其中

鼻"咽拭子
3(7

份#痰液
)+)

份#全血
(#(

份#胸水
)3

份#支气管灌洗液
)

份和尿液
)#)

份&

D*E

"

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定义
"

'

(

(急性感染表

现'至少符合下列的一项(!发热)白细胞计数'

cZK

(

升高或降低或
cZK

分布异常)寒战)体温降低'考虑

年龄(*'

)

(呼吸道临床表现'至少符合下列的一项(!

咽部不适咽干或咽痛)鼻塞流涕)鼻"咽"喉明显充血)

水肿)咳嗽'新发或咳嗽加重()咳痰)气短)听诊呼吸

音异常'湿音)干音)哮鸣音)浊音()胸痛&'

#

(肺

炎病例具有上述'

(

(和'

)

(#并具备肺炎症状!胸部
[

线片提示肺部炎性改变&

D*F

"

细菌性病原学检测

D*F*D

"

标准菌株
"

每次试验同时均用各标准菌株作

平行质控&所用标准菌株及其编号如下!肺炎链球菌

'

<0KK37,(7

()金黄色葡萄球菌'

<0KK,"#4

()肺炎

克雷 伯 菌 '广 临 检
;"6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0KK

("33)

()

<

组乙型链球菌'

K2KK

$

Z

%

;#))(+

(和流感

嗜血杆菌'

2;")(,

(&以上菌株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供&

D*F*E

"

痰液)全血)胸水和支气管灌洗液标本细菌性

病原学检测
"

对痰液)全血)胸水和支气管灌洗液标

本进行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

铜绿假单胞菌)

<

组乙型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分离

培养#选取接种标本后经
)3

$

34P

培养的血琼脂平

板)巧克力琼脂平板和麦康凯琼脂平板上的可疑菌落

进行纯培养)革兰染色镜检和鉴别试验等初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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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号(经费联合资助&

#

"

通信作者#

$;>B9@

!

Q

8

?>CE

8

?:

!

(,#*FD>

&

""

本文引用格式"马青#刘英#王月#等
*)+()h)+(#

年贵阳市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常见细菌性病原学调查与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

#7

'

4

(!

767;74(*



最后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XK'

方法检测各类目标菌#

所用试剂盒为上海之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试剂

盒名称分别为!肺炎链球菌核酸测定试剂盒)金黄色

葡萄球菌核酸测定试剂盒)肺炎克雷伯菌核酸测定试

剂盒)铜绿假单胞菌核酸测定试剂盒)

<

组链球菌核

酸测定试剂盒和流感嗜血杆菌核酸测定试剂盒&

D*F*F

"

鼻"咽拭子
"

运用
0BdB'B

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的
29:9Z$=0 9̂IB@'1<

"

.1< $LAIBFA9D:d9A

ĈI*3*+

试剂盒提取核酸#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步

骤#采用肺炎支原体核酸测定试剂盒)肺炎衣原体核

酸测定试剂盒'实时荧光定量
XK'

方法(检测肺炎支

原体和肺炎衣原体的核酸#所用试剂盒为上海之江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D*F*G

"

尿液
"

采用美国英维利斯公司生产
Z9:BL

1Uc

军团菌尿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和

肺炎链球菌尿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进

行军团菌和肺炎链球菌的抗原检测&对肺炎链球菌

尿抗原检测的判断只适用于
'

("

岁的患者&

E

"

结
""

果

E*D

"

病原检出结果
"

本次调查选取
"

家哨点医院的

(+(+

份标本#检测内容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

<

组乙型链球菌和

流感嗜血杆菌#将分离培养所得
))

株目标疑似菌再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XK'

方法进一步证实*肺炎支原

体和肺炎衣原体的核酸检测*肺炎链球菌和嗜肺军团

菌的抗原检测&具体结果见表
(

&

表
(

""

贵阳市呼吸道症候群病例标本细菌检测结果

项目

分离培养

肺炎

链球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肺炎

克雷伯菌

铜绿

假单胞菌

<

组乙型

链球菌

流感

嗜血杆菌

核酸

肺炎

支原体

肺炎

衣原体

抗原

肺炎

链球菌

嗜肺

军团菌

检测标本数'

1

(

#"7 #"7 #"7 #"7 #"7 #"7 3(7 3(7 (,, )#)

阳性标本数'

1

(

+ ( (3

!

" + )

!

+ + # 3

阳性率'

5

(

+*++ +*)4 #*7+ (*#7 + +*", + + (*4( (*6)

""

注!

!其中一份标本为肺炎克雷伯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混合感染

E*E

"

各类标本检出率
"

在分离培养的各类标本中#

)+)

份痰液检出
)(

份阳性#其余的全血)胸水和支气

管灌洗液均未分离出目标菌&

3(7

份鼻"咽拭子均未

检出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核酸#

)#)

份尿液中共

检出
6

份目标菌抗原&结果见表
)

&

表
)

""

各类标本检出情况

项目
分离培养

痰液 全血 胸水 支气管灌洗液

核酸

鼻"咽拭子

抗原

尿液

检测标本数'

1

(

)+) (#( )3 ) 3(7 )#)

阳性标本数'

1

(

)( + + + + 6

阳性率'

5

(

(+*3+ +*++ +*++ +*++ +*++ #*+)

F

"

讨
""

论

""

本结果显示#贵阳市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

份痰

液检出阳性标本
)(

份#阳性率为
(+*3+5

#其中肺炎

克雷伯菌
(3

株)铜绿假单胞菌
"

株)流感嗜血杆菌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检出
(

份痰液合并感染肺

炎克雷伯菌和流感嗜血杆菌(#这与相似研究结果不

太一致$

);,

%

&全血)胸水和支气管灌洗液均未分离培

养出目标菌&肺炎链球菌)

<

组乙型链球菌等分离阳

性率低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检测方法不一致#文

献中大多直接运用多重
XK'

检测标本核酸的方法#

而非本研究先运用传统的分离培养方法进行初筛*

'

)

(采样前患者前已采用抗菌药物治疗#痰或血中病

原菌受到抗菌药物抑制*'

#

(血液标本未在菌血症期

进行采集*'

3

(痰标本留取运送环节不规范#标本送检

超过
)3P

*'

"

(作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主要病原体的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为苛养菌#培养困难&

本研究所采用的免疫层析法是目前广泛用于肺

炎链球菌检测的快速方法#其检测抗原为
X:K

抗原#

位于细胞壁的
K

多糖#为肺炎链球菌各血清型所共

有$

6

%

&由于以尿样作为检测对象#又称尿抗原检测

法&本方法观察结果仅需要
(">9:

#很少受抗菌药物

应用的影响&目前军团菌属感染可通过细菌培养法)

尿抗原检测)血清抗体检测等几个方面来判断#国内

军团菌属分离培养法的敏感度很低#且许多实验室尚

未掌握此技术#多数医院尚未开展此项工作$

4;7

%

&尿

抗原检测简便)快速)敏感#技术要求不高#标本容易

获得#无创伤$

(+;((

%

#但只适用于检测嗜肺军团菌血清

*

型'

V$1

*

(尿抗原#实际应用的推广有一定困难&

检测灵敏度差异与患者感染的军团菌属血清型)感染

严重程度)标本采集时间 )是否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尿

液是否经浓缩或冷冻等因素&本研究选择此方法在

(,,

份尿液中检出
#

份肺炎链球菌
X:K

抗原'肺炎链

球菌尿抗原检测只针对
'

("

岁的患者(和
)#)

份尿液

中检出
3

份嗜肺军团菌抗原
V$1

*

抗原#阳性率分别

为
(*4(5

和
(*6)5

#提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患者中

存在一定程度的肺炎链球菌和军团菌属感染&

肺炎衣原体和肺炎支原体是引起呼吸系统感染

的常见病原体#可引起人类多种疾病#以儿童呼吸道

疾病感染多见#老年人肺炎衣原体)肺炎支原体呼吸

道感染的文献报道较少$

()

%

&但在本研究中
3(7

份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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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拭子标本中均未检出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

此外#该批标本在病毒核酸检测中呼吸道病毒阳性率

达
#+*3(5

#由此可见#呼吸道病毒仍是导致发热呼吸

道症候群的重要病原体$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贵阳市
)+()h)+(#

年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细菌性病原以肺炎克雷伯

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此结果为贵

阳市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例的治疗和疫情的防控提

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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