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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兰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病原体检出情况"分析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

病学特征"为预防和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 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中 ;(% 例在急性

期采血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埃可病毒#*ABC>$'柯萨奇病毒#A:2>$'腺病毒

#DE>$'*F病毒#*F>$及肺炎支原体#G?$@HG抗体& ("; 例患儿进行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 结果!各病毒

@HG抗体阳性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 <=>#J#K'(L$'DE>#%'K#$L$'*ABC>#%"K"(L$'A:2>#%%K(7L$'

*F>#&K&'L$'?@>##K##L$"G?阳性检出率为 %JK&(L& 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K"&L"其中肺炎链

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率居前三位& 结论!兰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主要为

<=>'DE>'G?以及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菌& 年龄越小细菌感染概率越大"而幼儿及学龄前儿童以病毒感

染更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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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其中

肺炎又是*小儿四病#佝偻病'营养缺乏性贫血'肺

炎和腹泻$+之一& 各种病毒和肺炎支原体#G?$以

及细菌均可引起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但其中急性

上呼吸道感染 &$L以上为病毒引起"而支气管肺炎

的病原学通常为细菌和病毒"也可由病毒'细菌混合

感染"发达国家中小儿肺炎病原以病毒为主"发展中

国家则以细菌为主(%)

& 本研究通过采集急性呼吸

道感染住院患儿血清标本及痰I咽拭子标本"检测 7

种呼吸道病原@HG抗体'肺炎支原体@HG抗体及痰I

咽拭子细菌培养"分析呼吸道感染病原谱组成情况

及流行病学特征"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早期预防和

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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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料与方法

@A@6一般资料6选择 J$%7+$( ]J$%"+$# 在兰州大

学第一医院就诊并诊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住院患

儿共 ;&$ 例"均符合-儿科学.呼吸道感染诊断标

准(%)

& 其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7 例"急性下呼吸道

感染 ;$( 例& 年龄构成为婴儿# %̂ 岁$%;7 例"幼

儿#

!

% 岁" #̂ 岁$%&( 例"学龄前儿童#

!

# 岁" "̂

岁$%'# 例"学龄期儿童#

!

" 岁$;" 例& 性别构成为

男性 #(" 例"女性 J(# 例& 患儿居住地在兰州市者

;J# 例"在甘肃省其余市县者 7" 例&

@AB6实验室检查6所有住院患儿中有 ;(% 例在急

性期#发病 % 周内$采 # ,/静脉血利用酶联免疫法

#试剂来源于北京贝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检测呼

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埃可病毒

#*ABC>$'柯萨奇病毒#A:2>$'腺病毒#DE>$'*F

病毒#*F>$及G?@HG抗体& ("; 例患儿进行痰I咽

拭子#上呼吸道感染患儿采集咽拭子标本"下呼吸

道感染患儿采集痰标本$细菌培养"病原菌利用基质

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GDVE@+OCZ+G=$

进行鉴定&

B6结果

BA@6;(% 例患儿呼吸道病毒及G?@HG抗体阳性检

测结果!;(% 例血清标本中"病毒 @HG阳性例数为

#(J 例"阳性率为 7#KJJL& 其中阳性检出率从高到

低依次是 <=>#J#K'(L$'DE>#%'K#$L$'*ABC>

#%"K"(L$' A:2># %%K(7L$' *F># &K&'L$' ?@>

##K##L$"G?检出率为 %JK&(L& 见表 %&

表 %!;(%例患儿呼吸道病毒及G?@HG抗体阳性检测结果!+"

组!别
病毒分类

<=> ?@> *ABC> A:2> DE> *F>

G?

婴儿组! & # " 7 J" %% %(

幼儿组! ;# ' J; %" (J J( %'

学龄前组 ;J " ;$ #J J% %' J%

学龄期组 %; $ %( " & % %"

合计 %J& %' &7 7J && ;( "$

阳性率#L$ J#K'( #K## %"K"( %%K(7 %'K#$ &K&' %JK&(

BAB6("; 例患儿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结果!("; 例

患儿进行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阳性 &( 例"培养阳性

率为 %&K"&L& 其中肺炎链球菌阳性率为 7K&;L"

肺炎克雷伯杆菌阳性率为 #K%7L"金黄色葡萄球菌

阳性率为 JK&;L"流感嗜血杆菌阳性率为 JK&;L"

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为 %K7'L& 此外还检出阴沟肠

杆菌'产酸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弗劳地枸橼

酸杆菌'鲁氏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细菌&

见表 J&

表 J!("; 例患儿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结果!+"

组!别

细菌分类

肺炎
链球菌

肺炎
克雷伯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流感
嗜血杆菌

大肠
埃希菌

阴沟
肠杆菌

产酸
克雷伯杆菌

鲍曼
不动杆菌

弗劳
地枸橼酸杆菌

鲁氏
不动杆菌

嗜麦芽
窄食单胞菌

婴儿组! " %# ' ( 7 # J % % % $

幼儿组! %" J # ; J % $ $ $ $ $

学龄前组 & $ # ( $ $ $ $ $ $ %

学龄期组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J % % % %

阳性率#L$ 7K&; #K%7 JK&; JK&; %K7' $K'( $K(J $KJ% $KJ% $KJ% $KJ%

BAC6;&$ 例患儿混合感染情况!混合感染较为复

杂"单纯病毒感染在所有病例中例数最多"混合感染

有 '; 例& 其中病毒'G?及细菌三者混合感染有 ;

例"婴儿组占 # 例& 见表 #&

表 #!;&$ 例患儿混合感染情况#+!L"$

组!别 例数
感染原因

病毒 G? 细菌 病毒_G? 病毒_细菌 细菌_G? 病毒_细菌_G?

婴儿组! %;7 #(#J%K"&$ (#JK;7$ J"#%"K#%$ ;##KJ%$ %$#7K(%$ J#%KJ'$ ##%K&J$

幼儿组! %&( '7#((K##$ (#JK$7$ %##7K"$$ %J#7K%&$ %(#"KJJ$ %#$K;J$ %#$K;J$

学龄前组 %'# '(#(;K&$$ ;#JK"#$ 7##KJ'$ %(#"K7;$ %$#;K(7$ $#$K$$$ %#$K;;$

学龄期组 ;" %'##%K;'$ ;#'K""$ $#$K$$$ %%#%&K#$$ %#%K";$ $#$K$$$ $#$K$$$

合计 ) JJJ %' (7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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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讨论

CA@6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以病毒为主(J)

"急

性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主要有病毒'细菌以及 G?

(#)

&

本研究通过检测 7 种呼吸道病毒 @HG抗体'G?@HG

抗体及痰I咽拭子细菌培养"发现兰州地区急性呼吸

道感染住院患儿病原学方面仍以病毒为主"病毒@HG

阳性例数为 #(J 例"阳性率为 7#KJJL"其中阳性检

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DE>'*ABC>'A:2>'*F>'

?@>%G?检出率为 %JK&(L& 细菌感染方面"痰I咽

拭子培养阳性率为 %&K"&L"其中阳性检出率从高

到低依次是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埃希菌等& 由此可见"

兰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谱并未发生显著

变化"仍以病毒为主"且以<=>'DE>居多"细菌感染

方面仍以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检出率较高(%)

&

CAB6西安地区的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学分析指

出"其呼吸道感染主要由 G?'F型流感病毒#@aZF$

和嗜军团菌#V?%$引起(()

& 浙江舟山地区儿童呼吸

道感染病原学方面以G?感染最为多见"其次为<=>'

@aZF和?@>感染(;)

& 而G?和@aZF是鄂东地区住

院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7)

& 广西地区二

级医院社区获得性肺炎常见病原为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肺炎链球菌"而三级医院则主要为大肠

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

& @aZF在上述地区均有较高的感染

率"但在本研究中因医院病毒检测谱未覆盖 @aZF

以及鼻病毒等常见呼吸道感染病毒"故而未能得到

@aZF以及鼻病毒感染情况"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尽

可能包括上述病毒& 对比本研究结果"各地区儿童

呼吸道感染病原学方面略有差异"各有特点"考虑可

能是与不同地区气候环境等环境因素"以及与医院

病毒检测谱'检验方法'目标人群等差异因素有关&

CAC6兰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仍以单纯病原感染为

主"占比 ('K("L"而混合感染共 '; 例"占比 %(K(%L&

在单纯病毒感染中"婴儿组相较于幼儿组'学龄前组

和学龄期组感染例数少"提示相较于 % 岁以内小婴

儿"大年龄段患儿以单独病毒感染更多见& 在单独

细菌感染中"幼儿组'学龄前组'学龄期组与婴儿组

相比"感染例数相对较少"提示年龄越小"细菌感染

概率越大& 在病毒和 G?的混合感染中发现"学龄

期组患儿占比最高"表明年龄越大病毒和 G?混合

感染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所述"兰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

主要为 <=>'DE>'*ABC>'G?"细菌方面仍以肺炎

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多见& 年龄越小细菌感染

概率越大"而幼儿及学龄前期儿童以病毒感染更多

见& 了解兰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学特征"同

时通过检测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可以快速'准

确地为临床提供诊断及治疗依据"防止滥用抗生素"

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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