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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儿童高发!但对成年人患者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水痘
1

带状疱疹病毒#

!

流行趋势#

!

地坛医院

!"#

!

!%#')+)

"

-

#.//0#!+('1$!'%#"%!+#!"#%!%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1$!'%

"

"%!+

$

!"1!+!)1%'

E;+,7+/*&(&(0

.

*305*4/%0(3&6

.

+/*0(/)1*/2;+%*40,,+6%&5"%%,/&"%!&*(O0*

:

*(

'

!*/+(K&)

.

*/+,

"

*6#:1&F/8

!

#

:#,;/&

'

"

#

K*+,;2%&

T

.&

!

#

L3#<.5%

!

#

236<%&

'

!

#

J*#N*.%

!

%

$

!>?1

@

/ABC1&B8

0

)5%&%D/52/(8A/B8A

E

%

">"1O%D/571D8AOH/&OKB/B%HB%DH788C

#

$1%

T

%&

'

?%B/&*8H

@

%B/5)/

@

%B/5

"1O%D/56&%R1AH%B

E

#

$1%

T

%&

'

!%%%!&

#

)F%&/

&

89)/%+4/

!

"9

:

04/*;0

!

34659>D9767=66

:

.?6B.A7;60?4C

:

97.607/<.7=S9;.A6>>9C;4B"%%,74"%!&.0V6.

-

.0

8

[.790]4/

:

.79>#

<0/2&3)

!

3=6B6?.A9>;6A4;?/4C!,%"

:

97.607//D/

:

6A76?<.7=59;.A6>>9C;4B2D

8

D/7"%%,742

:

;.>"%!&.0[.790]4/

:

.79><6;6

A4>>6A76?#2>>?979<9/909>

@

G6?<.7=KIKK!(#%#=0)7,/)

!

R9

-

4;.7

@

4CA9/6/<6;6A=.>?;60D0?6;7=69

8

64C&

@

69;/4>?#3=6;6<9/

(%#%%*4CA9/6/<.7=

:

4/.7.56;6/D>7/4C59;.A6>>9P

8

R907.F4?

@

76/7.0"%%,

#

<=.A=<9//.

8

0.C.A907=.

8

=6;7=9047=6;

@

69;/

$

"%%)74

"%!&

&$

!

"

b+&#$+

#

!b%#%%%!

&

#[6A6BF6;

#

Q90D9;

@

#

90?E6F;D9;

@

/=4<6?=.

8

=4AAD;;60A6;976/4C59;.A6>>9

$

!

"

b+&#$+

#

!b

%#%%%!

&

#>&(4,7)*&(

!

[D;.0

8

7=6

:

6;.4?C;4B2D

8

D/7"%%,742

:

;.>"%!&

#

A=.>?;60D0?6;7=69

8

64C&

@

69;/=9?/=4<6?=.

8

=4AAD;1

;60A64C59;.A6>>9#

?0

-

1&%3)

!

59;.A6>>9

%

!

6

:

.?6B.A7;60?

%

!

[.790]4/

:

.79>

!!

水痘是由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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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出疹性传染

病#其传染性较强#尤其在托婴室(幼儿园(小学等儿童密集区

域#其传播迅速#易引起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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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大多数水痘症状

不明显#有自限过程#不需特别治疗)

"

*

#但水痘所致的许多并发

症#尤其是存在免疫功能缺陷(慢性基础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

抑制剂的患者#孕妇及其新生儿均可造成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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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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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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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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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抗水痘
1

带状疱疹病毒
P

8

R

抗体的情况
!

"%%,

年

水痘患者的抗水痘
1

带状疱疹病毒
P

8

R

抗体阳性率达
(%#%%*

#

明显高于其他年度$

"%%)

!

"%!&

年&水痘患者的抗水痘
1

带状疱

疹病毒
P

8

R

抗体阳性率$

!

"

b+&#$+

#

!b%#%%%!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度抗水痘
1

带状疱疹病毒
P

8

R

!!!

抗体的情况#

&

$

*

%&

年度$年&

&

阴性 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A#C

!

不同月份抗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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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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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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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抗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P

8

R

抗体阳性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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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在世界范围内均有发生#传染性极强#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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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可感染发病'西班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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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因水痘住

院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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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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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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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病率为

,#")m

#住院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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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率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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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感染率也很

高#国内一般人群发病率位居儿童传染病前列#如广州
"%%'

年

水痘报告病例为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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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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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报告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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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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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患者是唯一的传染源#发病前
!

!

"?

至皮疹干燥结

痂为止#均有传染性'水痘
1

带状疱疹病毒主要通过受损皮肤

直接接触带毒液体或吸入含该病毒的飞沫而传播#最初感染上

呼吸道黏膜#球结膜也可为感染门户'

水痘发病率最高人群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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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的儿童#不过最近
!%

年

来#发病的高峰年龄有向低年龄$

$

&

岁&偏移的现象)

,

*

'本研

究与上述文献报道结果一致#水痘患者年龄集中
&

岁以下儿

童#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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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与小年龄儿童暴露于水痘环境#接触带

状疱疹患者#以及与其免疫功能低有直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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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

很少发生带状疱疹#成年人及老年人带状疱疹的患病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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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在温带地区和大部分的热带地区显示出明显的季节

性#高峰季节为寒冷干燥的冬春季节'我国水痘流行主要集中

在冬春两季#但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本研究观察到水痘患者的

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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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病毒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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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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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较高#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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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与其他月份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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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

地处北方有关'

本研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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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痘患者的抗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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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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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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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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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阳性率#与我国儿童免疫接种有关'目前我国使用的水痘

疫苗是经原卫生部批准的水痘减毒活疫苗#属于非血液性减毒

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效果'在接种
!

次后#体内血清抗体的

转阳率可达
),#+*

#并可维持
"

年以上'这种疫苗也可预防水

痘和成年人的带状疱疹'因此#对儿童(未感染过水痘的青少

年(成人(育龄期女性进行免疫接种具有双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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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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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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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患者细菌培

养阳性的血标本进行革兰染色#比较
IO3

水平在革兰阳性菌

及阴性菌之间的差异#探讨患者血清
IO3

水平对区分血培养

阳性及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所致感染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显示血培养阴性患者
IO3

为$

!#%"L%#+&

&

0

8

"

BM

#血培

养阳性患者
IO3

为$

,#&&L'#+"

&

0

8

"

BM

%革兰阴性菌感染组

血清
IO3

水平为$

!%#(,L$#,'

&

0

8

"

BM

#革兰阳性菌感染组血

清
IO3

水平为$

$#""L'#!+

&

0

8

"

BM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IO3

和
=/1O\I

均值在
$

组血流感染性

疾病患者中均明显高于参考值范围#且以脓毒血症组最高#布

病组的升高程度远低于其他
'

组'

IO3

阳性检出率在
$

组均

为
!%%#%*

%

=/1O\I

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布病组
IO3

和
=/1O\I

阳性率与血培养
A

值均为

!#%%%

#另
'

组的
IO3

阳性率与血培养的
A

值也为
!#%%%

#

=/1

O\I

阳性率在脓毒血症组与血培养
A

值也为
!#%%%

#菌血症组

和败血症组与血培养的
A

值也较大'这些结果提示
IO3

和

=/1O\I

这
"

项炎性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表达水平较高#

且与血培养高度相关$

!

$

%#%&

&'

YVO

和
THU3

均值在布病

组处于正常水平#其他
'

组这
"

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布病组#且

以脓毒血症升高更明显#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这
"

项指标

在其他
'

组均在
(%#%*

以上#明显高于布病组$

!

$

%#%&

&%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脓毒血症组与血培养有很好相关

$

!

$

%#%&

&#在菌血症组和败血症组与血培养也有较好相关

$

!

$

%#%&

&%但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与血

培养无相关$

!

#

%#%&

&#故
YVO

和
THU3

均值在布病组处于

正常水平#这一结果与笔者另一研究结果一致)

!%

*

#即布病组的

YVO

和
THU3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而葡萄球菌属感染组(

肠杆菌属感染组和链球菌属感染组的
YVO

和
THU3

明显高

于布病组$

!

$

%#%&

&'

RcTc

均值和阳性检出率在布病组远

高于其他
'

个血流感染组#

RcTc

阳性率在布病组与血培养

有高度相关$

!

$

%#%&

&'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寄生菌感染#人

体会引起
THU3

和
RcTc

产生不同的免疫应答'由于

THU3

主要对抗胞外寄生菌感染的免疫吞噬细胞#而
RcTc

是抵抗细胞内致病细菌和寄生虫的主要细胞防卫系统#所以当

属于细胞内寄生的布鲁氏菌感染时
RcTc

会升高#而当葡萄

球菌属(肠杆菌属和链球菌属等胞外寄生菌引起急性感染时

THU3

会升高'

综上所述#

IO3

(

=/1O\I

及白细胞这些炎性指标的检测可

作为血流感染性疾病早期的拟诊指标#可为此类疾病的早期治

疗与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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