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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垫江地区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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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小儿呼吸道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诊治和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方法
!

对
1%$4

年
$

月至

1%$)

年
$1

月该院儿科门诊就诊及儿科病房住院的
)/1'

例确诊为儿童肺炎的患者应用被动凝集法检测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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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例患儿中!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检出
$/0'

例!阳性率为
1-&%$\

!其中女性患儿感染率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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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肺炎支原体抗体检出率分别为
4&0\

'

1/&%\

'

0%&'\

'

0'&/\

"

!

$

%&%$

%!其中大于或等于
'

岁者总检出率高于小于
'

岁者"

!

$

%&%$

%&结论
!

呼吸道感染患儿中肺炎支原体感染率较高!学

龄期儿童发病率较低!以秋冬季节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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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8E

&是儿童及成人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

之一#儿童多数急性起病#发热*刺激性咳嗽为主要症状'

$

(

)

8E

感染上呼吸道的重要特征便是导致引起儿童肺炎支原体

肺炎$

8EE

&#临床特征是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发热*刺激性干

咳)

8E

通过飞沫传播#全年散发#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但其

发病率与性别*年龄*季节*地区有一定相关性'

1

(

)儿童
8E

感

染最为多见#可能与儿童免疫力尚不完善有关#感染后导致的

肺炎及肺外并发症对儿童健康危害最为严重'

'

(

)另外#儿童

8EE

临床表现不是十分典型#容易误诊#从而延误治疗#以致

造成不良后果)因此掌握不同季节*不同年龄段儿童
8EE

的

流行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

)本研究对本院
1%$4

年
$

月

至
1%$)

年
$1

月儿科门诊就诊及儿科病房住院的
)/1'

例确

诊为儿童肺炎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探讨儿童
8EE

感染特

点#总结分析儿童
8EE

的致病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

据#结果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1%$4

年
$

月至
1%$)

年
$1

月于本院儿科门

诊*发热门诊就诊及儿科病房住院#主要以发热*咳嗽及肺炎等

上呼吸道感染为临床表现的
)/1'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年龄

%

#

$0

岁#其中男
0%/0

例#女
1-'(

例)按照儿童生长发育特

点分为!

$

$

岁组$

$(/1

例&*

$

#$

'

岁组$

1%((

例&*

'

#$

)

岁

组$

$4)0

例&*

)

#

$0

岁组$

$$-/

例&)

B&C

!

方法
!

8E

抗体检测试剂盒$被动凝集法&$赛乐迪亚
.

麦

可
!

&%血清支原体抗体检测方法!采用被动凝集法测定患儿血

清
8E

特异性抗体#严格按照说明书$

cE3%4?

&进行操作)阳

性判断标准
h8E

抗体滴度大于或等于
$h$)%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E99$-&%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例

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

1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8E

感染总体情况
!

)/1'

例儿童患者中#检出
8E

特异

性抗体
;

I

8

$

8E.;

I

8

&

$/0'

例#总感染阳性率为
1-&%$\

)

C&C

!

8E

感染与性别的关系
!

共检测男性患儿
0%/0

例#检出

8E.;

I

8(0/

例#感染阳性率为
1'&1$\

%共检测女性患儿

1-'(

例#检出
8E.;

I

8/(4

例#感染阳性率为
'1&)/\

)女性

患儿的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C&D

!

8E

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

$

岁组感染阳性率为
4&0\

44'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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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

$

#$

'

岁组为
1/&%%\

$

4/-

例&#

'

#$

)

岁组为

0%&'0\

$

)'$

例&#

)

#

$0

岁组为
0'&/\

$

4$)

例&#各年龄组感

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

岁以下患儿

总检出率为
$-&%$\

$

)(0

"

0%/$

&#显著低于
'

岁以上患儿的总

检出率
0$&/'\

$

$$0-

"

1-01

&$

!

$

%&%$

&)

C&E

!

8E

感染与季节的关系
!

8E

感染全年均可检出阳性#年

平均阳性率为
1-&%$\

)按照季节将全年分为春季$

'S4

月&*

夏季$

)S/

月&*秋季$

(S$$

月&*冬季$

$1S1

月&)

8E

阳性检

出率春季为
1)&1(\

*夏季为
11&4(\

*秋季为
1/&/-\

*冬季为

1(&0'\

#夏季
8E

阳性检出率最低$

11&4(\

&#冬季
8E

阳性

检出率最高$

1(&0'\

&)各季节
8E

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

&)

D

!

讨
!!

论

8E

感染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

3HE

&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致病机理最主要的是会引起支气管肺炎*原发性非典型性肺

炎及其他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近年的临床资料提示
8E

感染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

4

(

)但国外文献报道
8E

感染率不同#不同国

家有一定差异#提示
8E

感染可能与地域差异相关'

).-

(

)

3J#C,

I

等'

/

(报道了新加坡
$-%1

例
3HE

住院儿童的病原学调

查结果发现#儿童
8EE

占
1%&%'\

#

4

岁以上儿童居多#这与国

内一些报道大体相一致)

8#=J@F"P

等'

(

(对
$40

例
3HE

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8E

肺炎占
$0\

#感染率相对较低)

国内资料表明
8E

感染占呼吸道感染
$$\

#

'4\

#全年均有

散发报道)柯莉芹等'

$%

(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9H

&检测

'$4)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8E.;

I

8

阳性率为
$'&4'\

#为国

内报道
8E

感染率最低报道)陈倩等'

$$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E3D

发现南京地区
$4(1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8E

阳性

率为
14&-\

#此结果稍低于本研究检测的结果)而阳爱梅

等'

4

(通过支原体培养的方法检测到
'41(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

中有
$%1)

例
8E

培养阳性#阳性率高达
1(&%-\

#较本研究结

果稍微偏高)本研究检测的
)/1'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标

本中#

8E

抗体阳性标本为
$/0'

例#阳性率
1-&%$\

#显著高于

U<;9H

检测血清标本中
8E.;

I

8

方法#与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反应$

E3D

&和支原体培养的方法相一致)

8E

感染率与地域

有一定相关性#且与检测方法有一定的关系#

U<;9H

检测出的

8E

感染率低于荧光定量
E3D

和支原体培养的方法)

8E

感染可发生于各个年龄#学龄前与学龄期儿童为普遍

易感人群)有资料研究表明#目前
8E

感染呈低龄化趋势'

$1

(

)

2@L#F#

OO

#

等'

$'

(统计分析了
$%1

例
8E

阳性患者发现#学龄前儿

童及学龄期儿童分别占
'/&1'\

*

0$&-)\

#而小于
'

岁者占

1%&4/\

#小于
'

岁儿童和学龄前儿童占到了
)%&%%\

左右)

本研究中#学龄期儿童
8E

感染阳性率显著高于学龄前儿童#

与柯莉芹等'

$%

(报道的温州地区的患儿
8E

感染率相一致)

8EE

发病呈全年散发#有地区差异性和季节差异性#北方

地区秋冬季
8E

感染率较高#而南方地区则是春夏季节发病率

高'

$0

(

)本研究结果提示
8E.;

I

8

检出率与季节有相关性#秋

冬季节明显高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
8E

抗体检出率高于春

夏季节#其原因可能是西南地区处于副热带高气压带#在秋冬

季节的温度*湿度更适合
8E

的生长繁殖)

总之#本研究显示
8EE

是引起儿童
3HE

的重要原因)

8E

引起的儿童
8EE

感染中#主要感染对象为学龄前期和学

龄期儿童)儿童的免疫功能还不健全#

8E

感染极易影响儿童

的生长发育和生命健康#应该引起重视)另外
8EE

全年散

发#在西南地区以秋冬季节多见#因此#秋冬季节应通过各种有

效方法降低儿童
8E

感染率#保障儿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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