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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患者中
&NP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

%基本相符#本研究对男性患者进行调查

发现#

!%/

例男性患者中阳性
%)/

例#阳性率为
/#,.#-

#可见

感染率非常高#

&NP

通过性传播#因此对男性
&NP

感染者需

引起足够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阳性率居前
.

位的
&NP

亚型分别为

&NP#)

$

",+$-

%'

&NP"%

$

",!)-

%'

&NP"/

$

*,$*-

%'

&NP)

$

!,*$-

%'

&NP"!

$

%,))-

%'

&NP##

$

%,*!-

%'

&NP#/

$

%,#+-

%#以高危型为主*目前
&NP

分型面临成本高'操作

繁琐等问题#对本地区阳性率高的亚型应重点筛查'重点防治'

重点研究'研制适合本地区
&NP

感染特征的疫苗*

本研究发现#低危型
&NP)

'

&NP##

'

&NP*%

'

&NP*!

感

染特征倾向年轻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

)

%$

岁

患者累计阳性率$

.","#-

%高于其他年龄段*了解
&NP

各亚

型在各年龄段的感染特征将为科学研究及临床实际工作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

*$

岁以上为宫颈癌高发年龄#从
&NP

感染

到宫颈癌大约需要
/

!

#"

年时间#所以应将
!#

!

)$

岁人群作

为重点筛查对象(

+

)

*

综合以上分析#

&NP

感染分布具有地区'性别'年龄差异

等特征#针对本地区各型别进行调查及对各年龄段人群进行筛

查有利于宫颈癌的防治及了解
&NP

感染的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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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重症肺炎时肺部可进行气体交换的面积减少#可伴不同程度

缺氧#特别是重症肺炎时肺通气和换气功能障碍#导致缺氧和

二氧化碳潴留#加上感染中毒引起微循环障碍'组织灌注不足#

也能导致心肌缺氧性损伤(

)

)

*本研究表明#新生儿肺炎患儿均

存在不同程度心肌损害#且心肌酶升高程度与心肌损伤程度呈

正相关#即重症肺炎较轻症肺炎患儿心肌损伤严重得多*同时

肺炎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缺氧及酸中毒#尤其是重症肺炎时心肌

细胞对缺氧'酸中毒较为敏感#从而出现心肌酶的异常(

.

)

*新

生儿肺炎患儿肺泡壁'毛细支气管壁易发生炎性水肿#导致肺

泡腔'支气管狭窄#呼吸道阻力明显升高#加之炎性渗出#分泌

物增多阻塞气道#空气吸入障碍&同时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生成

减少'微型肺不张等因素均可导致肺通气功能障碍#使
N:(X

%

升高*由于缺氧'

(X

%

储留'

N:(X

%

升高#致呼吸性酸中毒(

/

)

#

重症肺炎婴幼儿均存在酸中毒*随着病情发展可相继出现呼

吸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混合性酸中毒#甚至代谢性碱中

毒(

+

)

*从表
*

可见#重症肺炎患儿主要以混合性酸中毒为主#

而轻症肺炎则以呼吸性酸中毒为主*

综上所述#新生儿肺炎时联合检测
(WN

'心肌酶谱和血气

分析#对判断新生儿肺炎病原菌类型'肺炎所致心肌损伤程度'

酸碱失衡类型及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和纠正酸碱失衡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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