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R

和抗
8

阳性*

抗
4K

为冷凝集素#常以免疫球蛋白
K

的形式存在#一般

不在体内引起溶血性反应#但当机体处于冷抗体最适温度范围

$

*

!

%$e

%时也可发生溶血反应(

#$

)

*

综上所述#重型
#

4

地贫患者在开始第一次输血前明确血型

很重要#包括
5VX

血型#

WE

$

[

%阳性还是阴性#以及较为罕见

的
WE

系统
(

'

8

'

R

'

<

#甚至
T<CC

'

T1AA

系统#这样患者就能接受

尽可能血型相符的血液#减少血液不吻合或不相容产生的排斥

反应#避免输血相关性溶血*因此#重型
#

4

地贫患者的同种抗

体检查对于预防输血不良反应'为有可能行干细胞移植治疗的

患者创造条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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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非典型病原体
M

B

K

检测结果分析

黄海锋!李东明!胡雪桦!黄
!

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南宁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常见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情况%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住院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

KN

#$乙型流感病毒"

MHV

#$嗜肺军团菌"

LN

#$呼吸道合胞病毒

"

W\P

#$腺病毒"

5[P

#$副流感病毒"

NMP2

#$甲型流感病毒"

MH5

#$

j

热立克次体"

(Xa

#$肺炎衣原体"

(N

#等
+

种常见病原体血清

M

B

K

检测结果及临床资料%结果
!

+##.

例患儿
M

B

K

检出率为
*%,.#-

!其中单一病原体阳性占
)","*-

!前
!

位为
KN

"

!),"$-

#$

MHV

"

#!,/!-

#$

LN

"

!,/$-

#&多种阳性占
!*,*)-

!以
KN

合并
MHV

检出率最高&

!

岁以下婴幼儿占阳性人数的

/%,$"-

!不同性别$季节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KN

$

MHV

是引起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

体!以
KN

及其合并的双重感染多见&

!

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病原体感染无性别$季节差异%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

!

急性病&

!

儿童&

!

免疫球蛋白
K

&

!

非典型病原体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呼吸道病原体血清
M

B

K

抗体的出现是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重要标志(

#4*

)

#因而对呼吸道病原体
M

B

K

抗体联合检测有助于

临床诊治*为了解广西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非典型病原

体感染情况#本研究对
%$#*

年
#

!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住院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种常见非典

型病原体
M

B

K

检测结果及临床资料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住院患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临床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肺

炎等*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Va"#6W4!%HV!4H$#

正置荧光显微镜*检测试剂购于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试剂在有效期内使用*

?,A

!

方法
!

采集患儿入院当天或用药前静脉血
%9L

#

%$$$;

"

913

离心
"913

分离血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嗜肺

军团菌$

LN

%'肺炎支原体$

KN

%'

j

热立克次体$

(Xa

%'肺炎衣

原体$

(N

%'腺病毒$

5[P

%'呼吸道合胞病毒$

W\P

%'甲型流感

病毒$

MH5

%'乙型流感病毒$

MHV

%和副流感病毒$

NMP2

%

M

B

K

抗体*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

H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M

B

K

检测结果
!

+##.

例患儿中检出阳性
!/+*

例#检出

率为
*%,.#-

*其中单一病原体阳性
%""%

例#占
)","*-

#合

并阳性
#!*%

例#占
!*,*)-

*见表
#

*

表
#

!!

+

种常见非典型病原体
M

B

K

阳性情况#

%_+##.

$

病原体 阳性$

%

% 阳性率$

-

%

KN !%+$ !),$+

LN !** !,..

(Xa !) $,!+

(N #" $,#)

5[P #)! #,.+

W\P #)! #,.+

MH5 ** $,*/

MHV #%)# #!,/"

NMP2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

O:3F:;

?

%$#)

!

P7C,!.

!

Q7,%



@,@

!

混合感染情况
!

双重感染涉及
+

种病原体#共
##+!

例#

主要为
KN

合并
MHV.%%

例&三重感染除
(N

以外的
/

种病原

体#共
#!/

例#主要为
KN

'

LN

合并
MHV*%

例&四重以上感染

##

例#为
KN

'

LN

'

MHV

'

L[P

合并
W\P.

例#

KN

'

W\P

'

5[P

'

MHV

合并
NMP2*

例*

@,A

!

性别'年龄分布
!

女性
M

B

K

检出率为
*",%$-

$

#)/.

"

!.!%

%#高于男性(

*$,+/-

$

%%$.

"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H

(

$,$"

%*

&

#

岁'

#

!&

!

岁'

!

!

)

岁'

(

)

岁组检出率分

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构成比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季节分布
!

春'夏'秋'冬季四季
M

B

K

检出率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季节
M

B

K

检出率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H

(

$,$"

%*

A

!

讨
!!

论

本研究
+##.

例患儿中病原体
M

B

K

检出率为
*%,.#-

#

KN

检出率高达
!),$+-

#高于绍兴地区(

#

)报道的
#",*.-

#与

深圳地区(

"

)报道的
!!,!-

相近&其次病毒检出率为
#/,..-

#

LN

为
!,/-

#

(Xa

和
(N

仅为
$,!+-

'

$,#)-

*其中单一病原

体感染占
)","*-

#以
KN

感染为主&合并感染占
!*,*)-

#以

KN

合并
MHV

最为常见#这与
KN

等病原体感染使气道黏膜细

胞损害导致病原体易感#也可能与患儿机体免疫力低下有关&

三重或四重感染较少#与文献(

!

#

)4+

)研究结果相似*

婴幼儿是急性呼吸道感染高发人群(

#$

)

#本研究
!/+*

例呼

吸道病原体
M

B

K

阳性患儿中小于
#

岁占
%!,."-

#

#

!&

!

岁

占
"/,%+-

#

!

!

)

岁占
#!,#%-

#

(

)

岁占
*,/!-

#表明大于
!

岁儿童是呼吸道病原体的易感人群#而感染多发生在
#

!&

!

岁儿童#这可能与小于
#

岁婴儿体内从母体获取的抗体有关&

#

!&

!

岁婴幼儿多处于断奶期#失去从母体获取抗体的保护#

而婴幼儿自身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免疫力较低#易发生感

染*从性别来看#女性患儿感染率高于男性#但二者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H

(

$,$"

%#与王晓阳等(

##

)研究结果一致&各季

节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

可能与本地区属于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气候变化不大

有关*

综上所述#本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以
KN

感染

为主#合并感染率高#以
KN

合并
MHV

感染为主&

!

岁以下婴幼

儿普遍易感&发病无明显性别'季节差异#这对于儿童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学诊断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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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N(W

在疑似肺外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
!

瑞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延安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实时荧光定量
N(W

"

Hj4N(W

#检测在疑似肺外结核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将怀疑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的患者
#$#

例分为关节炎组"

#.

例#$胸腹膜炎组"

!%

例#$浅表淋巴结核组"

%$

例#$肾结核组"

#!

例#$其他结核组"

#+

例#!分别取

关节腔穿刺液$胸腹腔穿刺液$浅表淋巴穿刺液$尿液等标本采用实时
Hj4N(W

进行结核分枝杆菌
[Q5

"

6V4[Q5

#检测!同时进

行抗酸杆菌涂片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和统计分析%结果
!

#$#

例疑似肺外结核患者关节穿刺液$胸腹腔穿刺液$浅表淋巴

穿刺液$尿液$脑脊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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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肺外结

核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结

核性关节炎'淋巴结核'肾结核患者数量增多*肺外结核由于

较为隐匿而较难发现#因此#临床诊断难度较大#一直以来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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