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脑血栓形成作用越厉害)而加重了脑梗死的症状#甚至死

亡)由此得出
53>

*

2-

K

血清水平越高#脑梗死患者预后越

差)国外也有类似观点'

$)

(

)

综上所述
53>

*

2-

K

是
53W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高
53>

*

2-

K

的
53W

患者治疗除控制.三高/症及溶栓活血化瘀等干预

治疗外#还应考虑对高
53>

*

2-

K

血清水平的
53W

患者采取针

对
53>

的自身抗体治疗和降
2-

K

的个性化治疗#来达到预期

疗效)同时
53>

*

2-

K

血清水平增长越快*越高
53W

患者预后

越差#动态检测
53>

*

2-

K

血清水平能为临床医生对
53W

患者

预后情况提供有效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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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T%)$4

年柳州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病学分析

梁思群!陈建林#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检验科!广西柳州
4*4)))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柳州地区人群肺炎支原体"

S7

$感染流行病学特点%方法
!

将
%)$$T%)$4

年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就诊

的
$%(@)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纳入研究!统计分析不同年份&季度&年龄和性别患者间
S7

感染率的差异%结果
!

%)$$

年
$

月至

%)$4

年
$%

月
S7

的总感染率为
&&'++:

!女性感染率"

*)'%A:

$明显高于男性"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S7

感

染主要集中在
$

!$

$*

岁儿童及
$*

!$

*)

岁青年人群!其中
$

!$

&

岁幼儿
S7

感染率最高!达
(%'$*:

#全年中
4

&

(

月份春夏交

替时节为
S7

感染的高峰期!

%

月份感染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

%)$4

年
S7

感染率分别为
$)'@+:

&

*%'&%:

&

&A'4&:

&

&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该地区呼吸道
S7

感染存在性别&年龄&月份&季度和

年份差异!应针对性的加强预防和监测%

关键词"肺炎支原体#

!

流行病学#

!

柳州

!"#

!

$)'&@(@

"

B

',CC;'$(A&#*$&)'%)$A'$&')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4)#)&

!!

肺炎支原体$

S7

&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主要

引起间质性肺炎'

$

(

)近年来#国内关于
S7

感染流行病学的报

道较多'

%#A

(

#但结果差异较大)因此#着重了解本地区人群
S7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对疾病的早期诊断*积极预防具有重要的

意义)本文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柳州地区

呼吸道感染患者
S7

感染流行病学特点#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柳州市柳铁

中心医院就诊的
$%(@)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

性
+%+4

例#女性
**)4

例#年龄
$

天至
$)*

岁)纳入标准!病

例均符合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半年内重复发生呼吸道感

染#且第一次明确为
S7

感染的不再纳入研究)

A'B

!

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为舜宇
cb

生物荧光显微镜

$

cb#86>7

型号&)采用的试剂为西班牙
@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

体
W

<

S

抗体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生产厂家为
YW8#

3[>>

公司)

A'C

!

方法
!

所有患者在发病
$

周左右采集静脉血
%=>

#

&)))H

"

=,;

离心
4=,;

获取血清#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

检测
S7#W

<

S

抗体)按性别*年龄*月份*季度及年份进行分

组#统计各组
S7

感染率)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GM%))&

对数据进行前期筛选*加

工和汇总%采用
eHN

0

E7NJ7H,C=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

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性别间
S7

感染率差异的比较
!

见表
$

)

B'B

!

不同年龄段
S7

感染的特点
!

$&

个年龄段
S7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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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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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不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其中#一岁以内婴幼

儿感染率为
&%'&(:

#

$

!$

&

岁感染率最高为
(%'$*:

#

&

!$

*)

岁内各个年龄段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

*)

岁之后感染率随

年龄增高呈逐渐下降趋势#

@)

岁后感染率降为最低
$A'+$:

)

见表
%

)

表
$

!!

S7

感染的性别间差异

组别
(

阳性$

(

& 阴性$

(

& 感染率$

:

&

男
+%+4 %4%( 4A4@ &)'*+

女
**)4 $AA* %(&$ *)'%A

合计
$%(@) *&)) +&@) &&'++

!!

注!

S

0

感染率性别间比较#

!

%

g$%%'@

#

!

$

)')4

)

表
%

!!

S7

感染的年龄分布

年龄$岁&

(

阳性$

(

& 感染率$

:

& 构成比$

:

&

$

$ $A+( 4A+ &%'&( $&'**

$

!$

& $%@A +)( (%'$* $+'A*

&

!$

( @%) 4%* 4('@( $%'$@

(

!$

$* ((( &$A *A'() A'&A

$*

!$

%) 4$ %$ *$'$+ )'*@

%)

!$

&) $A+ A@ **'&+ $'+*

&)

!$

*) %A4 $%4 *4'*4 %'@$

*)

!$

4) *4+ $+* *)'$A *'%+

4)

!$

() @A4 &)) &)'AA ('@+

()

!$

A) $4$( *)) %('&@ @'&)

A)

!$

+) %*+* 4*A %%')% $%'A%

+)

!

@) $+&A &A4 %)'*$ +'A%

%

@) %*A ** $A'+$ $')%

合计
$%(@) *&)) &&'++ $))'))

B'C

!

不同月份
S7

感染的特点
!

全年中
S7

感染
4

*

(

月份较

高#

%

月份最低#差异有统计学$

!

$

)')4

&)见图
$

)

!!

注!

S

0

感染率各月份间比较#

!

%

g$**')

#

!

$

)')4

)

图
$

!!

各月份的
S7

感染率

表
&

!!

S7

感染的季节性分布

季节
(

阳性$

(

& 感染率$

:

& 构成比$

:

&

春季
&4+) $%+A &4'@4 $@'+$

夏季
&4$+ $&$& &A'&% &(')@

秋季
%+&@ @&+ &&')* %*'&)

冬季
%A4& A(% %A'(+ $@'A@

合计
$%(@) *&)) &&'++ $))'))

!!

注!

S7

感染率季节间比较#

!

%

gA&'()

#

!

$

)')4

)

B'D

!

S7

感染的季节性分布特点
!

春季$

&

!

4

月&*夏季$

(

!

+

月&*秋季$

@

!

$$

月&*冬季$

$%

!

%

月&间比较#

S7

感染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

&#其中夏季感染率最高为
&A'&%:

#冬

季最低为
%A'(+:

)见表
&

)

B'E

!

不同年份
S7

感染率比较
!

不同年份
S7

感染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4

&)其中
%)$%

年感染率最高为
*%'&%:

)

见表
*

)

表
*

!!

S7

感染年份间比较

年份 调查例数 阳性例数 感染率$

:

& 构成比$

:

&

%)$$ $%%) $&* $)'@+ &'$%

%)$% %4$% $)(& *%'&% %*'A%

%)$& %+A) $)AA &A'4& %4')4

%)$* &)4) $)A$ &4'$$ %*'@$

%)$4 &)&+ @44 &$'** %%'%$

合计
$%(@) *&)) &&'++ $))'))

!!

注!

S7

感染率年份间比较#

!

%

g&@%'4

#

!

$

)')4

)

C

!

讨
!!

论

!!

S7

主要经飞沫传播#是人支原体性肺炎的致病菌'

+

(

)

S7

感染潜伏期约
%

!

&

周)血液中非特异的
W

<

S

抗体在感染

后一周左右出现#

&

!

*

周后抗体含量达高峰'

@

(

)因此#检测

S7#W

<

S

抗体有益于
S7

感染的早期诊断)本文对疑似病例

进行了大样本
S7#W

<

S

抗体检测#旨在分析本地区人群
S7

感

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及预防提供依据)

国内关于
S7

感染的报道较多#但各地区感染率存在显著

差异'

&#A

(

)本研究结果显示#柳州地区
S7

总感染率高于广

州'

&

(

*秦皇岛'

*

(地区低于深圳市'

4

(

*宁波'

(

(地区#与北海'

A

(地区

相似#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温度*湿度影响
S7

的繁殖与传播

有关)此外#本研究中女性感染率$

*)'%A:

&显著高于男性

$

&)'*+:

&#与国内郭红波等'

$)

(报道一致#但女性是否对
S7

易感仍待进一步研究)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S7

感染与年龄相关且好发于青壮年

人群'

$$

(

)本研究中#

$&

个年龄段
S7

感染率有显著差异#其

中#

$

岁以下婴幼儿
S7

感染率较低#这可能与支原体的发病

机制有关#一方面#婴幼儿免疫功能尚不成熟#感染后反应较小

甚至呈现隐匿性感染不易察觉#另一方面#婴幼儿看护周到#同

时可从母乳中获得一定量的保护性抗体#所以感染的机率相对

较低)

$

!

&

岁幼儿感染率最高#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

$

!$

&

岁幼儿逐渐脱离母乳喂养开始添加辅食#虽然免疫功能得到了

进一步的完善#但是总体抵抗力还比较弱#再次接触
S7

时#症

状往往比较严重#易引起家长的注意)

&

!$

$*

岁儿童由于活

动范围大#预防意识较为淡薄#所以感染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

于较高水平)

%)

!$

&)

岁*

&)

!$

*)

岁青年人群交际较频繁#

感染机率显著增加#同时因为抗体效价较高#感染率相比
$*

!

$

%)

岁青年有所升高)

*)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高感染率逐渐

下降#这可能与
S7

发病率及感染率下降有关#

*)

!$

()

岁的

中老年人生活习惯稳定#预防意识较强#感染机率较小#而
()

岁以后的老年人抗体的合成量及效价随年龄的增大而降低#检

测易出现假阴性)

报道称#

S7

感染有季度差异#多好发于秋冬季节'

$$

(

)本

研究中#春夏秋三季感染率显著高于冬季)这可能与柳州地区

气候条件有关#前三季度温湿度较为适宜#可能更适合
S7

的

繁殖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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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间
S7

感染率高低不一#差异显著)从统计数据来

看#

%)$%

年有爆发流行的迹象#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

%)$%

年以后感染率逐渐回落#但是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

总之#柳州地区
S7

总体感染情况比较严重#幼儿*青壮年

及女性人群感染率较高#感染全年均可发生#存在季度性差异#

同时近几年感染率波动较大#应注意密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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