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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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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液胱抑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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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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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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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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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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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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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胱抑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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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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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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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B+#&"$

$收稿日期!

"&!F+!&+&#

!

修回日期!

"&!%+&F+"'

&

!临床研究!

H'B

例婴幼儿腹泻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

孟宪华!

!陈王征"

!崔桂平#

!王丹丹C

"

!$

河南省遂平县中医院检验科
!

C%#!&&

#

"$

河南省遂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科
!

C%#!&&

#

#$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医院儿科
!

C%#!&&

#

C$

河南省遂平县常庄乡卫生院儿科
!

C%#!&&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

"

F

岁婴幼儿腹泻病例的病原学检测结果!为临床治疗和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因症就诊

的
&

"

F

岁婴幼儿腹泻病例!采集粪便标本进行实验室常规和细菌培养鉴定'血清学定性分型检测病毒等方法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H'B

例婴幼儿腹泻患者的临床检测资料显示(男性占
%#$C!Y

"

F&%

%

H'B

$!女性占
#%$F'Y

"

"'"

%

H'B

$#感染性腹泻占
FH$!CY

"

CF%

%

H'B

$!非感染性占
C"$B%Y

"

#C"

%

H'B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在性别和各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CF%

例感染性

腹泻的病原学
*

组轮状病毒"

@5W

$占
HF$BBY

!沙门菌占
!!$%"Y

!痢疾杆菌占
%$FBY

!其他细菌占
F$'"Y

#感染性腹泻以
'

"

"

F

岁年龄组为主!非感染性腹泻以
&

"

"

岁年龄组为主#季节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感染性腹泻季节分布
@5W

以
#

"

C

月和
!!

"

!"

月为主!沙门菌'痢疾杆菌和其他病原菌以
F

"

'

月为主&结论
!

&

"

F

岁婴幼儿腹泻男性多于女性#感染性腹泻病原以
@5W

为主!季节高峰以冬春季为主#沙门菌'痢疾和其他菌种发病以夏秋季节为主&

关键词"腹泻#

!

*

组轮状病毒#

!

细菌感染#

!

婴幼儿病原

!"#

!

!&$#'%'

"

I

$1::=$!%H#+C!#&$"&!%$!F$&FH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C!#&

"

"&!%

$

!F+"!B%+&#

!!

婴幼儿腹泻是儿童最常见的多发病$流行病&之一#在未明

确病因前#粪便性状改变与大便次数增多#统称为腹泻病'腹

泻病是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球每

年至少
!&

亿人次发生腹泻#每天大约
!

万人死于腹泻)

!

*

'据

中国健康教育卫生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发布的资料显

示!我国
F

岁以下儿童腹泻病的年发病率约为
"&!Y

#平均每

年每个儿童年发病
#$F

次#其病死率为
&$F!Y

'因此#对小儿

腹泻病的防治尤为重要'为探讨本地区婴幼儿腹泻的病原学

感染状况#给防控策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笔者于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遂平县中医院+遂平县人民医院和常庄乡

中心卫生院对因症就诊的婴幼儿腹泻患者采集粪便标本#采用

实验室常规+细菌培养+血清学鉴定等方法开展病原学检测#并

进行统计学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遂平县

中医院+遂平县人民医院和常庄乡中心卫生院因症就诊的
&

"

F

岁婴幼儿腹泻病例'

A$B

!

问卷调查
!

设计婴幼儿腹泻症候群病例调查问卷及信息

采集表#对前来就诊和收住院的
&

"

F

岁婴幼儿腹泻患者直系

亲属开展问卷调查'信息采集内容包括!患者编号+姓名+性

别+出生日期#联系人姓名#生活是散居还是幼托%家庭现住址+

联系电话'患者就诊前是否做过粪便常规检查%初步诊断结

果1 本次就诊和住院期间粪便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情况!标

本量$

?

数&#标本性状#细菌+病毒学检测结果等'流行病史!

周边是否有类似患者#如果有#人数2#与患者关系等'临床信

息采集!发病日期+就诊日期+就诊前腹泻天数$腹泻当日就诊

为
&M

&+一天内最多腹泻次数%粪便形状$水样便+米泔样便+黏

液便+脓血便#洗肉样便+黑便+鲜血样便+其他&'就诊前有无

呕吐#若有则呕吐天数$呕吐当天就诊为
&M

&#一天内最多呕吐

次数%呕吐物形状$胃内容物+水样+血性&%就诊前是否治疗#治

疗方法和用药情况等'是否有其他明显临床症状!如有无发热

$体温2

[

&+有无脱水+呼吸道症状+神经系统症状等信息'

A$C

!

方法
!

对所有研究对象采集粪便标本#首先进行实验室

常规检查#并进行细菌培养筛查鉴定致病菌#同时利用金标快

速诊断试剂盒检测轮状病毒抗原#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病

毒核酸#对病毒分型'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2EE!H$&

统计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对实验室检测结果及婴幼儿腹泻患者性别+年龄+类型分布#感

染与非感染之间及各类症状发生率#病原学分布比率#季节性

分布比率之间进行
!

" 检验#以
F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临床一般资料
!

问卷调查信息采集及实验室检测结果显

示#共计收集和检测
H'B

例腹泻患儿#其中有呕吐症状者
"B%

例$

#F$BCY

&#伴有发热症状者
#%%

例$

CF$B%Y

&%有脱水者症

状者
HB

例$

'$HHY

&%到医院就诊之前使用过抗生素治疗者

"!'

例$

"H$CCY

&#均为非感染性腹泻患儿'每例腹泻患儿的

就诊检查+治疗+住院+护理误工等费用在
!&#B

"

F""%

元#平

均为
#!F&$"B

元'

(

%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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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性别+年龄及感染属性分布
!

共计采集
&

"

F

岁婴幼儿腹

泻患者蛋花样+稀水样+米泔样+黏液状+糊状+洗肉样+脓血样

的婴幼儿粪便标本
H'B

人份#其中男性患儿
F&%

例$

%#$C!Y

&#

女性
"'"

例$

#%$F'Y

&#男+女性别比率为
!$H#b!$&&

#性别分

布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H

#

F

$

&$&!

&'年龄
F

个

月至
F

岁#其中各年龄组的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

&'见表
!

'

表
!

!!

H'B

例腹泻患儿性别&年龄分布

性别
&

!

岁$

(

&

'

!

"

"

岁$

(

&

'

"

"

#

岁$

(

&

'

#

"

C

岁$

(

&

'

C

"

F

岁$

(

& 合计)

(

$

Y

&*

!

"

F

男性
'H !#! !&# B' B% F&%

$

%#$C!

&

FH&$&B

$

&$&!

女性
C% B% H& CB C" "'"

$

#%$F'

&

F#H$!C

$

&$&!

合计
!C# "!H !H# !#H !"B H'B

$

!&&$&&

&

C"$#H

$

&$&!

B$C

!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者不同性别的患病比率
!

通过实验室

检测结果判定#属于感染性腹泻者
CF%

例#占
FH$!CY

%非感染

性腹泻者
#C"

例#占
C"$B%Y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者不同性别

的患病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

'

表
"

!!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者不同性别的患病比率

性别
(

$

Y

&

感染性

)

(

$

Y

&*

非感染性

)

(

$

Y

&*

!

"

F

男性
F&%

$

%#$C!

&

"'B

$

%F$#F

&

"&B

$

%&$B"

&

FH&$&B

$

&$&!

女性
"'"

$

#%$F'

&

!FB

$

#C$%F

&

!#C

$

#'$!B

&

F#H$!C

$

&$&!

合计
H'B

$

!&&$&&

&

CF%

$

FH$!C

&

#C"

$

C"$B%

&

C"$#H

$

&$&!

B$D

!

感染性腹泻患儿病原学分布
!

在
CF%

例感染性腹泻中#

其病原学分布!

*

组轮状病毒$

@5W

&感染是引起婴幼儿感性

腹泻的主要病原体#有
#C%

例#感染率高达
HF$BBY

#其次是沙

门菌
F#

例$

!!$%"Y

&+痢疾杆菌
#&

例$

%$FBY

&#其他致泻的大

肠杆菌+志贺氏菌等合计感染者仅
"H

例$

F$'"Y

&'不同病原

感染的比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B$E

!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患儿不同年龄比较
!

感染性腹泻与非

感染性腹泻在各年龄组的比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感染性腹

泻中以
'

"

"

F

岁年龄组为主#合计占
BH$'CY

$

C&!

"

CF%

&%而在

非感染性腹泻者中以
&

"

"

岁为主#合计占
%F$H%Y

$

"F"

"

#C"

&%二者各年龄组之间的比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

'

B$I

!

感染性腹泻病原季节分布
!

通过对顺延
!"

个月份
"

年

的周期性调查研究发现#

#C"

例非感染性腹泻季节性差异不明

显#各月份的发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F

&'在
CF%

例感染性婴幼儿腹泻中#不同病原菌感染者的季节性有明显差

异#

@5W

感染者以
!!

"

!"

月为高发季节#其次是
#

"

C

月份为

一小高发季节#发病率分别占全年的
HH$C%Y

$

"%B

"

#C%

&和

!C$HCY

$

F!

"

#C%

&'沙门菌+痢疾杆菌和其他细菌的感染发病

则主要集中在
F

"

'

月份#分别占全年的
B%$H'Y

$

C%

"

F#

&+

!&&$&Y

$

#&

"

#&

&和
B!$CBY

$

""

"

"H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C

'

表
#

!!

感染与非感染性年龄分布比较(

(

$

Y

%)

分组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C

岁
'

C

"

F

岁 合计
!

"

F

感染性
!B

$

#$'F

&

#H

$

B$!!

&

!HC

$

#B$!%

&

!F%

$

#C$"!

&

H!

$

!F$FH

&

CF%

$

FH$!C

&

F'!'$C'

$

&$&!

非感染性
'%

$

"B$&H

&

!F%

$

CF$%!

&

C&

$

!!$%'

&

"B

$

B$!'

&

""

$

%$C#

&

#C"

$

C"$B%

&

#C'#$&C

$

&$&!

表
C

!!

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病原季节分布(

(

或
(

$

Y

%)

病原体
!

月
"

月
#

月
C

月
F

月
%

月
H

月
B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合计

@5W ! C "B "# # F # ! C % !F! !!H #C%

沙门菌
& & " C F B B !! !C ! & & F#

痢疾杆菌
& & & & ! " ' !# F & & & #&

其他细菌
& ! & " C # % B ! " & & "H

合计
!

$

&$"'

&

F

$

!$CF

&

#&

$

B$'%

&

"'

$

B$#B

&

!#

$

#$H%

&

!B

$

F$"&

&

"%

$

H$F!

&

##

$

'$FC

&

"C

$

%$'C

&

'

$

"$%&

&

!F!

$

C#$%C

&

!!H

$

##$B"

&

CF%

$

!&&$&&

&

C

!

讨
!!

论

腹泻病为婴幼儿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威胁婴幼儿的健康

成长'其发病率在婴幼儿中仅次于呼吸系统疾病#位居婴幼儿

患病第
"

位'全世界每年约上百万儿童死于腹泻相关疾病或

其并发症)

!

*

'本组临床资料结果分析显示#在
F

岁以下儿童腹

泻病中#男性患儿是女性的
!$H#

倍#此差异与其他省区的有关

报道有异有同)

"+!!

*

%非感染性腹泻者以
&

"

"

岁为主#占

%F$H%Y

%在感染性腹泻中#以
'

"

"

F

岁年龄组居多#占

BH$B"Y

%感染性腹泻的病原学以
@5W

为主#其次为沙门菌

等#轮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的主要病原'此状况与

其他绝大多数省市的检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本次的实

验室常规和轮状病毒检测工作主要在相关医院进行#严格按照

试剂产品说明书和事前制订的
E\2

开展工作%细菌培养主要

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开展'本组资料信息采集的临床

资料数据显示!

H'B

例腹泻患儿有呕吐症状者占
#F$BCY

'由

表
C

可知
@5W

其发病季节以
#

"

C

月和
!!

"

!"

月为主#占全

(

H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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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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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今后在制订婴幼儿腹泻病防控措施

时#要根据以上重点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在非感染性腹泻患

儿中#到医院就诊之前使用过抗生素治疗者
"!'

例$

"H$CCY

&#

由此建议#今后应对婴幼儿家长大力开展有关婴幼儿腹泻病的

防治知识科普宣教活动#避免在不明病因的情况下自行购买乱

用抗生素'据本次调查研究采集的信息资料统计#平均每例腹

泻患儿的检查+治疗+住院+护理误工等费用为平均在
#!F&

元

以上#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

因此#建议开展长期系统的腹泻病监测机制#可在疾病预防控

制系统的指导下建立哨点医院监测报告体系#及时掌控腹泻病

的可靠信息#对防控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病的发生和流行有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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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测定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价值

唐
!

权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医院
!

CCFC&&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淀粉酶与脂肪酶检测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诊断信息&方法
!

选取
"&!F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利川市人民医院治疗的
%"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进行了血清淀粉酶'脂肪酶检测!

统计检测结果的阳性率以及血清淀粉酶与脂肪酶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性能&结果
!

脂肪酶检测阳性率为
B&$%FY

"

F&

%

%"

$!血清

淀粉酶检测阳性率为
%H$HCY

"

C"

%

%"

$&两种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F$!%Y

"

F'

%

%"

$!明显高于两项指标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

&$&F

$&脂肪酶检测灵敏度为
'!$BY

!特异度为
'%$FY

#血清淀粉酶检测灵敏度为
'"$!Y

!特异度为
B'$%Y

&两项指

标联合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F$%Y

'

'B$HY

!灵敏度明显高于两项指标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结论
!

血清淀粉酶与脂肪酶联合检测提高了诊断的灵敏度!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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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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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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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很普遍的急腹症)

!

*

#主要是因为高脂

肪+高热量的饮食习惯+极度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若不

及时救治#会造成患者死亡'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急性胰

腺炎患者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

*

#而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发病年龄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脂肪酶主要来源于胰腺#在急性

胰腺炎时血清淀粉酶增高的时间较短'本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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