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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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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实验室对儿童肺炎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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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检测方法的结果比较!了解各种方法的临床诊断意义!探讨
54

的快速&准确和特异的检测手段$方法
!

对
BAK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拭子&血清标本!分别进行核酸
46!

扩增检测
<3=

&

_*#[=

法&金标渗透法检测血清抗
541#

S

5

和冷凝集试验"

6=$

#$结果
!

BAK

例标本有
C'J

例经临床证实为
54

感染者!阳性率

结果分别为
'J@>D

&

'(@KD

&

'(@CD

&

%%@AD

$

54

符合率分别为
JK@(D

&

J%@AD

&

J%@(D

&

C%@BD

$假阳性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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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C

例$

K

种方法总
54

符合率为
B%@(D

$结论
!

6=$

法阳性率太低!可以被另外
C

种方法代替$另外
C

种方法能达到临床要求!特别

是金标法!操作简单!不需要任何特殊仪器!在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

46!

法和金标法检测的标本不同!检测对象不同!两种方法

可以组合检测!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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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呼

吸道传播#感染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引起全身各脏器损害#

导致肺外其他系统的多种并发症#但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多见#

好发于
%

岁以上儿童'

%1'

(

+近年来#其感染呈上升趋势'

C

(

+因

54

缺乏细胞壁#仅对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抗生素较为敏

感'

K

(

+现同时进行核酸
46!

扩增检测
<3=

,

_*#[=

法,金标

渗透法检测血清抗
541#

S

5

和冷凝集试验+观察各检测方法

对早期诊断
54

感染的临床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B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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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K

月#

BAK

例儿童以呼

吸道感染入院时分别采集
%

份咽拭子和
%

份血清标本+其中

男
KB'

例#女
K%'

例#年龄为
K

个月至
%K

岁#平均
>@B

岁#病程

C

天到
'

个月#平均
%

周+其中#经临床证实的
54

感染患者

有
C'J

例+

A@B

!

方法

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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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探针法
!

标本为咽拭子#试剂盒由中山大学

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提供#仪器为
$*ABB

型实时荧光定量扩增

仪+测定
54<3=

#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大于
>

拷贝为阳性+

A@B@B

!

_*#[=

法
!

标本为血清#采用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试剂盒#仪器为
,351A(&'a

酶标分析仪和
<]̂1A('&=

洗

板机+测定
541#

S

5

#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A@B@C

!

金标渗透法
!

标本为血清#采用深圳市博卡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试剂盒+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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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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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华

医学检验全书*.冷凝集素测定/进行操作#滴度大于或等于

%d(K

为阳性+

A@C

!

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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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标准
!

$

%

%临床症状和体征表现#如

持续高热,频繁咳嗽,胸部闻及湿罗音,哮鸣音,气喘气促等+

$

'

%胸部
^

线检测#见云雾状,扇状游走性阴影等+$

C

%

54

的

抗药性#曾使用青霉素类抗生素
CR

以上均无效#改用大环内

酯类,四环素类等抗生素有效+$

K

%实验室检测#血常规检测白

细胞正常或减少#血沉指数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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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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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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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

例患者的采用
K

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有
C'J

例经

临床证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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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患者+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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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

例标本的阳性率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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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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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率分别为
J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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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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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C%@BD

#假阳性数分别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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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例+

K

种方法总
54

符合率

为
B%@(D

+

C'J

例
54

患者中有
(&

例
K

项检测都是阴性+

B@C

!

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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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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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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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与金标渗透法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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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

"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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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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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金标渗透法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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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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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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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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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种类繁多#大致分为
54

分离

培养,血清学检查及
46!

诊断技术'

(

(

#传统的培养方法虽然可

靠#但由于要求高,敏感性低,耗时长$

'

%

C

周%等因素#限制其

临床应用#不能作为临床快速诊断的方法'

J

(

+

46!

法通过检

测病原体核酸水平#具有高敏感性$

JK@(D

%和高特异性#检测

快速#不存在交叉反应和放射性污染#易标准化#能够反映
54

感染度等特点#是现症感染指标#在某种意义上可替代
54

培

-

B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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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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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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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般二甲以上医院已经通过了
46!

实验室验收#有条件开

展
46!

实验的检查#可作为常规诊断方法'

B

(

+但是#单一的

46!

方法不足以诊断
54

感染'

A

(

+

541#

S

5

是支原体的特异

性抗体#出现早#一般在感染后
%

周出现#

C

%

K

周达高峰#由于

54

的潜伏期为
'

%

C

周#当患者出现症状就诊时#

541#

S

5

水

平已很高+本组中
_*#[=

法和金标渗透法检测
541#

S

5

的敏

感性分别是
J%@AD

,

J%@(D

#可作为急性期感染的诊断指标+

冷凝集试验由于是非特异性方法#敏感性低$

C%@BD

%#容易漏

检+作为常规方法意义不大+经比较#前
C

种方法相互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与
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种方法都出现少量假阳性#可能与标本的来源和试

剂的特异性有关#健康个体也可能携带少量
54

#

aI-:

8

;

等'

%&

(

发现携带率达到
%C@>D

+

54

感染患者中有
(&

例都是阴性#

46!

法可能与标本的来源和试剂的敏感性有关#

_*#[=

法和

金标渗透法会出现假阴性#除了与标本和试剂有关外#重症感

染者可能不出现
541#

S

5

抗体#免疫功能低下者易感染
54

#

但由于抗体产生不足,血清抗体不升高等原因#会造成免疫学

检测无效'

%%

(

+因此#阴性结果也要根据临床症状和用药状况

来鉴别确诊#不能完全排除
54

感染+方法增加会提高阳性检

出率#

_*#[=

法与金标渗透法都是检测
541#

S

5

#经本组比较

相互间无差异+有文献报道
_*#[=

定量可作为
54

诊断和疗

效观察的良好指标'

%'

(

+但操作复杂#而金标渗透法#操作简

单#不需要任何特殊仪器#在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建议用金标

渗透法作为常规方法+

46!

法和金标渗透法检测的标本不

同#检测对象不同#可以组合检测#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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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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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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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反映体内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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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性和复制情况!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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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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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血液传播的

病毒#是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原体#目前被认为是造成大部分

血液及社区传染性非甲非乙型肝炎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输血

后肝炎主要的致病因子'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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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感染呈世界性分布#全球至

少有
'

亿感染者#但各地人群感染率差异明显+

+62

感染的

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慢性化的概率高#感染过程很长#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肝组织病变#并呈慢性进行性#可发展为肝硬化#与原

发性肝癌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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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在宿主外周血中含量及病

毒抗原的含量非常低#常规方法很难直接检测+目前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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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方法有两大类!免疫学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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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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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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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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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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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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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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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标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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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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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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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厦门新创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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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试剂盒$上海科华%#实时荧光定量
46!

仪$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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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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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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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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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量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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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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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样本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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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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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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