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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毒病原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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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地区成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病毒病原谱的构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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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对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成人患者痰标本进行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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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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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集确诊患者标本
0',

例!病毒感染阳性率为
1*-P

"

-(

'

0',

%$不同病毒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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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患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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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病毒感染阳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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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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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成人发热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的病原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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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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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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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Û!

&是一组具有相似临床体征的呼

吸系统疾病#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和寒战等'

'89

(

)细菌及病

毒感染均可诱发
Û!

#而呼吸道病毒感染约占
-,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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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道病毒流行具有明显的地区*季节和人群差异#为了解重

庆地区成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

&̂ U!

&的致病病毒谱及流行

特点#作者对
0',

例确诊的
&̂ U!

患者痰标本进行了常见呼吸

道病毒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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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0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确诊的

&̂ U!

患者
0',

例#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
'1

$

13

岁#

平均
-(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下诊断标准!$

'

&急性感染表现

$至少符合下列任意
'

项&!发热#白细胞升高*降低或分布异

常#寒战#体温降低%$

(

&呼吸道临床表现$至少符合下列任意
'

项&!咳嗽#咳痰#气短#听诊呼吸音异常$湿音*干音*哮鸣

音*浊音&#呼吸急促#胸痛%$

)

&胸部
h

线片提示肺部炎性改

变#如片状阴影*实变影等)

B*C

"

仪器与试剂
"

$

L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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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反应$

VOU

&扩增仪$美

国
"/c8U&̀

公司&)核酸提取采用
g/&ED

>

$57#?GA<Y5@G6

!

>

57

试剂盒$美国
g/&Z#R

公司&%逆转录反应采用
!G

>

<@8

!H@5

>

A

!

试剂盒$美国
/7B5A@;

J

<7

公司&%

";Y

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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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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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8VOU

试剂盒$日本
:E\EUE

公司&)

B*D

"

方法

B*D*B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于患者入院当天或次日清晨漱口后

采集呼吸道深部痰标本)所有标本经显微镜检查均为合格标

本$低倍镜每视野鳞状上皮细胞少于
',

个#高倍镜每视野多核

白细胞大于
(-

个#或前者与后者比例小于
'(*-

&#经适量胰酶

均质化处理后备用)

B*D*C

"

病毒检测
"

$

'

&引物合成!引物序列参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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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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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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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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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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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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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英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

&病毒核酸提取!应用核酸

提取试剂盒提取核酸#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逆转录反应!

采用
!G

>

<@!H@5

>

A

!

试剂盒进行逆转录反应)逆转录体系及

反应条件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9

&巢式
VOU

反应!

H̀ R&

合成后被分为
&

*

"

组#分别进行两轮
VOU

%

&

组用于检测流感

病毒$

?̂G

&

&

*

"

及
O

型#腺病毒$

&̀ Y

&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

U!Y

&

&

*

"

型%

"

组用于检测副流感病毒$

V/Y

&

'

*

(

*

)

*

9

型#冠

状病毒$

aO;Y

&及偏肺病毒$

$VY

&%两轮
VOU

反应体系见表

'

)博卡病毒$

";Y

&检测采用商品化试剂盒#经逆转录
VOU

后

直接检测#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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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式
VOU

反应体系$

&

.

%

试剂
&' "' &( "(

双蒸水
''*1 ''*, ',*0 ',*0

',_VOU

缓冲液
(*, (*, (*, (*,

(*-D$IR:V '*, '*, '*, '*,

引物
(*1 )*0 9*, 9*,

:E

[

R̀&

聚合酶
,*9 ,*9 ,*9 ,*9

模板
(*, (*, (*, (*,

""

&'

!

&

组第
'

轮
VOU

%

"'

!

"

组第
'

轮
VOU

%

&(

!

&

组第
(

轮
VOU

%

"(

!

"

组第
(

轮
VOU

)

B*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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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C*B

"

呼吸道病毒检测结果
"

0',

例
&̂ U!

患者中病毒感染率

为
1*-(P

$

-(

"

0',

&#其中单一*双重病毒感染率分别为
1*(,P

$

-,

"

0',

&*

,*))P

$

(

"

0',

&)不同病毒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G-*-+P

$

)9

"

0',

&*

U!Y'*91P

$

3

"

0',

&*

&̀ Y'*'-P

$

+

"

0',

&*

V/Y,*93P

$

)

"

0',

&及
aO;Y,*'0P

$

'

"

0',

&#其中
?̂G8

&)(

例*

?̂G8"'

例*

?̂G8O'

例*

U!Y8&1

例*

U!Y8"'

例*

V/Y8'(

例*

V/Y89'

例)

?̂G8&

"

&̀ Y

*

V/Y8'

"

aO;Y

混合感染

率均为
,*'0P

$

'

"

0',

&)未检出
$VY

和
";Y

)在所有检出的

病毒中#

?̂G

和
U!Y

分别占
0(*30P

$

)9

"

-9

&和
'0*0+P

$

3

"

-9

&)

C*C

"

病毒感染
&̂ U!

患者年龄分布
"

不同年龄段
&̂ U!

患

者病毒检出情况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段
&̂ U!

患者病毒检出情况

分组$岁&

%

病毒感染$

%

& 阳性率$

P

& 构成比$

P

&

%

0, 9)' )+ 1*-1

!

!

+'*'-

9,

$

0, '(+ '( 3*9-

!

()*,1

$

9, -( ) -*++ -*++

合计
0', -( 1*-( ',,*,,

""

!

!

!

%

,*,-

#与
9,

$

0,

岁组比较%

!

!

!

$

,*,-

#与小于
9,

岁组

比较)

C*D

"

病毒感染
&̂ U!

患者性别分布
"

在病毒感染
&̂ U!

患

者中#男*女阳性率分别
+*99P

$

),

"

9,)

&和
',*0)P

$

((

"

(,+

&#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1

#

!

%

,*,-

&)

C*F

"

病毒感染
&̂ U!

患者不同时间段分布
"

不同时间段

&̂ U!

患者病毒检出情况见表
)

)

表
)

""

病毒感染
&̂ U!

患者不同时间段分布

时间$月&

%

病毒感染$

%

& 阳性率$

P

& 构成比$

P

&

'

$

) 91 ) 0*(- -*++

9

$

0 +' 9 -*0) +*03

+

$

3 )9- )9 3*10 0-*)3

',

$

'( '90 '' +*-) ('*'-

合计
0', -( 1*-( ',,*,,

D

"

讨
""

论

近年来发热呼吸道疾病呈现发病率高*传播速度快*感染

病原体不断变化等特点#故了解
Û!

病原体对疾病诊治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

#

+

(

)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有助于了解当地

常见病原体及其变迁#掌握病原体变化规律#为疾病的有效控

制奠定基础)

本研究首次对重庆地区
&̂ U!

常见病毒病原体进行了检

测与分析)

0',

例
&̂ U!

患者病毒检出阳性率为
1*-P

$

-(

"

0',

&)本研究中
?̂G

检出率最高'

-*-+P

$

)9

"

0',

&(#

?̂G8&

*

"

*

O

型均有检出#但以
?̂G8&

型为主#占
39*'(P

$

)(

"

)9

&)国

内外类似研究也发现成人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病毒病原体是

?̂G

'

183

(

)有研究认为
U!Y

是引起成人流感样症状的常见病

毒#老年人则是
U!Y

感染高危人群'

',8''

(

)本研究
U!Y

检出率

为
'*91P

$

3

"

0',

&#且
U!Y

感染患者均为
0,

岁以上老年人#与

文献报道一致'

'(

(

)本研究中
&̀ Y

检出率为
'*'-P

$

+

"

0',

&)

&̀ Y

虽是引起军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毒病原体#但在

普通人群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的检出率不高)本研究
V/Y

检出率仅为
,*93P

$

)

"

0',

&#低于其他地区#可能与区域差异*

调查对象年龄段不同有关'

')

(

)本研究中检出
?̂G8&

和
&̀ Y

*

V/Y8'

和
aO;Y

多重感染患者各
'

例)

@̀<K6

等'

'9

(研究认

为#多重感染可能与多种因素#如年龄*季节等有关#有肺部基

础疾病的患者是多重病毒感染的高发人群)本研究中的
(

例

多重感染患者均有肺部基础疾病#说明在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

中应高度重视类似病例)本研究中病毒感染
&̂ U!

患者主要

分布在秋冬两季#秋季发病率最高而夏季发病率最低#推测与

重庆的气候特征有关系)

病原学检测对
&̂ U!

的临床诊治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实

验室检测存在滞后性#导致在初期只能根据患者临床症状采取

经验性治疗#因此#快速*准确检出病原体非常重要)通过本研

究仅能大致了解重庆地区常见呼吸道致病病毒#对呼吸道致病

病毒的监测和新病原体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从而为

Û!

的诊断*治疗及疗效判断提供更为详细的依据)

参考文献

'

'

(

!E7I@;HNO#*!<B<@<C<F@5?<@<6

>

5@EA;@

L

5??7<66<6E6EHEG6<;C

DE66H@5A5HE?HE@<

'

X

(

*U<6

>

5@OE@<

#

(,,1

#

-)

$

'

&!

9,8-+*

'

(

(

!@575BE6E7&

#

V<@?:$*U<6

>

5@EA;@

L>

@;A<HA5;7E

J

E576A57C?G<7ME

'

X

(

*X&$&

#

(,,3

#

),(

$

'+

&!

'3,)8'3,9*

'

)

(

YE

L

E?GDNE?XY

#

Z@EB<?`

#

$;;@<`

#

<AE?*!G@B<5??E7H<C;@%<E?A%8

HE@<8EH

[

G5@<IC<F@5?<@<6

>

5@EA;@

L

57C<HA5;757

>

<I5EA@5H%;6

>

5AE?6

>

E@A5H5

>

EA57

J

57A%<OE7EI5E7R;6;H;D5E?/7C<HA5;7

$下转第
'3+'

页&

+

30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1

月第
))

卷第
'0

期
"

/7AX.EF$<I

!

&G

J

G6A(,'(

!

Y;?*))

!

R;*'0



达到
-P

$

',P

#本次检测结果也显示本地区发病率高达到

',*11P

#

Z0V̀

缺乏症目前尚无根治方法#一旦发病#只能对

症治疗)因此#及早筛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控制诱因#减少

该病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

Z0V̀

缺乏症呈
h

连锁不完全显性遗传#

Z0V̀

基因位于

h

染色体长臂
(

区
1

带$

h

[

(*1

&

'

)

(

)男性因只有一条
h

染色

体#因此群体中只存在正常及显著缺乏的半合子两类人群#一

般
Z0V̀

定性法即可检出)本次检测结果也显示#男性新生儿

Z0V̀

缺乏的患儿
Z0V̀

活性检测均值仅为
()0*0l3Q

"

.

#远

小于
(-,,Q

"

.

判断标准)而女性由于具有两条
h

染色体#

根据其
Z0V̀

突变基因数量的不同分为纯合子*杂合子及正常

人群)根据
.

L

;7

假说#

Z0V̀

女性杂合子实际上是含有
Z0V̀

缺乏红细胞和正常红细胞的嵌合体#两种细胞系的细胞嵌合数

量不同直接影响女性
Z0V̀

缺乏杂合子的酶活性水平#故其在

临床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度'

9

(

)因此#一般定性法常常无法有效

检出女性杂合子或检出率不高)本研究采用
Z0V̀

活性定量

测定法#有报道此方法与
Z0V̀

"

0VZ̀

比值法有良好的符合

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81

(

)本次检测结果也显示#女

性
Z0V̀

缺乏患儿
Z0V̀

活性范围为$

'9-)*1-W',()*'0

&

Q

"

.

#符合判断标准)但复查的结果也显示女性杂合子结果判

断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易受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

38''

(

)

对于筛查确诊为
Z0V̀

缺乏的新生儿临床应密切观察#一

旦发病#应及时对症治疗#防止胆红素透过血脑屏障对新生儿

脑细胞产生毒性作用而导致核黄疸#造成新生儿智力低下及死

亡#确保新生儿的生命质量)在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作病因

分析时也应考虑是否由
Z0V̀

缺乏所引起的)新生儿
Z0V̀

缺乏症患者均应发放
Z0V̀

防治宣传卡#指导患儿禁用或慎用

氧化性药物#叮嘱患儿避免接触诱因#以避免溶血性贫血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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