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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是指病原体感染人体的鼻腔'咽喉'气管和支

气管等呼吸系统的过程#是导致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

#

)

#每年

大约
)<!

万人死于急性呼吸道感染(

)

)

*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

原体种类繁多#一种病原体可引起多种临床表现#同一临床表

现又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

:

)

*大多数非典型呼吸道感染患者

临床表现复杂#且对
"

B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和氨基糖苷类抗菌药

物无效#患者极易被忽视或误诊#导致病情加重和抗菌药物滥

用(

?

)

*为了解深圳市非典型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大体情况#本

研究拟对在本院就诊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
"

种

呼吸道病原体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分析病原体的阳性

率与季节'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旨在了解深圳地区
"

种非

典型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特点和流行趋势#为临床上非典型呼

吸道病原体感染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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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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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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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下完成

结果观察和阳性'阴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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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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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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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概

率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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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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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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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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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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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呈全年散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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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性别分布特点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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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清标

本中#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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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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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高于男性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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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年龄分布特点
!

按照年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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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具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群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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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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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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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别统计各年龄组人群各类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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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例数#计算其占各自总例数的百分比*通过统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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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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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原体在

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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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儿不同年龄段呼吸道病原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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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病原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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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

%

例数$

.

% 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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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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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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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

近年来#呼吸道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日趋严重#严重危害着

患者的健康*引起感染的病原体种类繁多#而根据临床症状通

常不能明确病原体#极易造成治疗失败和抗菌药物滥用(

!

)

*因

此#为有效明确病原体#及早诊断和合理指导临床用药#寻找一

种简便'快速'客观的实验方法检测呼吸道病原体尤为重要*

细菌的分离培养和病毒的组织细胞培养一直被作为诊断

病原体感染的,金标准-#但由于技术要求高'操作复杂'培养时

间长和阳性检出率低#近年来已逐渐被其他方法所取代(

<

)

*本

研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中
"

种呼吸道病原体
%

&

'

抗体#灵敏度高'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可快速'准确检测多种呼

吸道非典型病原体#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提供病原学参考依

据(

;

)

*

本研究对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本院

就诊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
"

种非典型呼吸道病原

体检测的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逐一分析病原体
%

&

'

抗体

的阳性率与季节'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

!"#$

例患者
"

种非典型病原体总体阳性率为
):=)!>

#略

低于国内其他报道(

$B#(

)

#这可能与深圳地区的亚热带气候有

关*深圳市气候湿热#全年平均温度较高#故呼吸道感染的患

者较国内其他地域偏少*本研究发现引起深圳人群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体以
'+

和
%678

为主#这与冉健等(

##

)的研究结

果相符*此外#本研究发现此
!"#$

例具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非典型病原体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

#这也提示在人群非

典型呼吸道感染中#存在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现象*

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
"

种病原体的流行趋势发现#

'+

'

%678

和
+%39

在不同季节中的阳性率不同#

'+

在秋季阳性率

较高#

%678

在春季阳性率最高#

+%39

则在夏季阳性率较高#而

其他几类病原体季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呈全年散

发状态#这与卢永芳等(

#)

)和梁丽霞等(

#:

)的研究结果略有不

同#可能与研究的人群不同有关#但与薛白等(

#?

)的研究结果类

似*本研究发现女性患者中
'+

'

%678

和
+%39%

&

'

抗体的阳

性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

通过划年龄段分析#发现
'+

'

123

和
%678%

&

'

抗体的

阳性率与患者年龄有关#

(

!

#?

岁组阳性率高于
$

#?

!

<(

岁组

和
$

<(

岁组#提示此
:

种病原体在婴幼儿$

(

!

#?

岁%中感染率

显著高于成人#这与婴幼儿户外活动较少#机体抵抗力较差#呼

吸道防御功能较弱#易发生呼吸道感染有关*对婴幼儿人群进

行进一步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

'

-+0

'

123

'

453

'

%678

和
+%39

的阳性率与年龄分组有关#

'+

'

%678

和
+%39

的阳性

率较高#与宋文仕等(

#!

)的研究结果存在一些差异#可能与人群

差异和地域差异有关*

综上所述#引起深圳市人群非典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以

'+

和
%678

为主#

"

种病原体具有各自的感染特点和流行趋势*

本次回顾性分析有利于了解深圳地区
"

种非典型呼吸道病原体的

感染特点和流行趋势#为临床上非典型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预防'

诊断和治疗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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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比较昂贵的缺点#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应用*本

次研究结果还显示#

/

P

INJ'C8

"

4%7

与传统比例法药敏试验

对利福平耐药性的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但两者之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分析认为一是因为

/

P

INJ'C8

"

4%7

系统的灵敏度低#导致个别不耐药的
C8'

未

检出&二是与样本量较少有关#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来研究利

福平的耐药率*

综上所述#

/

P

INJ'C8

"

4%7

是一种检测
C8'

及患者是否

对利福平耐药的诊断新技术#具有快速'直接'可靠'特异度高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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