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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分析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椃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椲流感病毒斄棬斏斨斄棭暍流感病毒斅棬斏斨斅棭暍副
流感病毒斏棬斝斏斨栺棭暍副流感病毒栻棬斝斏斨栻棭暍副流感病毒栿棬斝斏斨栿棭暍呼吸道合胞病毒棬斠斢斨棭和腺病毒棬斄斈斨棭椵的
感染情况棳对其流行现状进行分析棳为临床提供相应的诊断和治疗依据暎方法椇收集武汉协和医院棽棸棻棽灢棸椄棴
棽棸棻棾灢棸椃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棻棽椄椂例患儿的鼻咽深部分泌物标本棳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病原学检测棳并从
患儿性别暍年龄暍发病季节等方面对其流行现状进行分析暎结果椇棻棽椄椂例患儿中椃种呼吸道病毒阳性的有棽棻棿
例棳总阳性率为棻椂灡椂棩棳斠斢斨占首位棳其次为斝斏斨栿暍斄斈斨椈其中单病毒感染棽棻棿例棳混合病毒感染棸例椈男性患儿
椄棾椃例棳感染者棻棾椂例棬棻椂灡棽棩棭棳女性患儿棿棿椆例棳感染者椃椄例棬棻椃灡棿棩棭椈年龄越高棳检出率越低椈春暍夏暍秋暍冬四
季的检出率分别为棽棽灡椂棩暍棻椃灡棾棩暍椂灡棽棩暍棻椂灡棾棩棳以春季阳性率最高暎结论椇病毒阳性率与患儿年龄暍发病季节
都有一定的联系暎本地区儿童呼吸道病毒感染以斠斢斨为主棳其次为斄斈斨暍斝斏斨栿椈随着年龄的增长棳病毒阳性率
逐渐减低椈春季病毒阳性率最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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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导致小儿发病和死亡的
一个重要原因棳大部分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疾病中
以病毒最为常见暎目前认为引起小儿急性下呼
吸道感染的主要有流感病毒 斄棬斏斨斄棭暍流感病毒
斅棬斏斨斅棭暍副流感病毒斏棬斝斏斨斏棭暍副流感病毒栻
棬斝斏斨栻棭暍副流感病毒栿棬斝斏斨栿棭暍呼吸道合胞病
毒棬斠斢斨棭和腺病毒棬斄斈斨棭等暡棻暢暎在这椃种常见

呼吸道病毒中棳除了腺病毒棳其余椂种呼吸道病
毒均为 斠斘斄病毒暎由于 斠斘斄 为单链结构棳极
易发生变异棳可能造成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流行病
学特点不断的发生变化暎为了解近棽年我院小
儿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流行现状棳笔者收集急性呼
吸道感染患儿鼻咽深部分泌物标本棳对其进行椃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的病原学检测棳并用将各种病
毒的阳性率与患儿年龄暍性别暍发病季节进行相
关对比分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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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 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 研究对象

选择棽棸棻棽灢棸椄棴棽棸棻棾灢棸椃我院住院的急性呼吸
道感染患儿棻棽椄椂例棳其中男椄棾椃例棳女棿棿椆例椈年
龄棸暙棻棾岁暎
棻棶棽 研究方法
棻棶棽棶棻 标本 采集患儿清晨鼻咽深部分泌物标本暎
棻棶棽棶棽 检测方法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
道脱落 上 皮细胞中 的病 毒抗 原棳即用 荧光 素
棬斊斏斣斆棭标记的单克隆抗体与病毒抗原结合棳形成
稳定的抗原灢抗体复合物棳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棳
棽棸棸倍显微镜下每视野找到棽个或棽个以上完整的
阳性细胞者判定为病毒阳性棳否则为阴性暎
棻棶棾 统计学处理

采用斢斝斢斢棻椆灡棸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棳计数
资料采用氈棽检验棳 椉棸灡棸椀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各病毒检出率

棻棽椄椂例患儿椃种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的有

棽棻棿例棳总阳性率为棻椂灡椂棩暎其中棳斠斢斨的阳性率
最高棳占椃灡棽棩椈随后依次为斝斏斨栿暍斄斈斨暍斝斏斨栻暍
斝斏斨栺暍斏斨斄暍斏斨斅棳阳性率分别为棿灡棿棩暍棾灡椃棩暍
棸灡椃棩暍棸灡棿棩暍棸灡棽棩暍棸灡棻棩暎在所有阳性标本中棳
均为单病毒感染暎
棽棶棽 性别与阳性率的关系

男性患儿椄棾椃例棳阳性标本棻棾椂例棳病毒感染
阳性率为棻椂灡棽棩椈女性患儿棿棿椆例棳阳性标本椃椄
例棳病毒感染阳性率为棻椃灡棿棩暎男女之间病毒感染
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棸灡棽椂椂棳 椌
棸灡棸椀棭暎
棽棶棾 季节与阳性率的关系

春季病毒感染阳性率最高棳为棽棽灡椂棩棳其次为
夏季和冬季棳分别为棻椃灡棾棩和棻椂灡棾棩棳秋季病毒感
染率最低棳为椂灡棽棩暎春季与夏季病毒感染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春季与秋季病毒感染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春季与冬季病毒感
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见表棻暎

表棻 各季节患儿椃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检测情况 例棬棩棭
季节 病例数 斏斨斄 斏斨斅 斠斢斨 斄斈斨 斝斏斨栺 斝斏斨栻 斝斏斨栿 合计

春 棿棻椂 棽棬棸棶椀棭 棸 棿棸棬椆棶椂棭 棽棻棬椀棶棸棭 棻棬棸棶棽棭 棸 棾棸棬椃棶棽棭 椆棿棬棽棽棶椂棭
夏 棾棸棻 棻棬棸棶棾棭 棻棬棸棶棾棭 椆棬棾棶棸棭 棻椃棬椀棶椂棭 棿棬棻棶棾棭 椄棬棽棶椃棭 棻棽棬棿棶棸棭 椀棽棬棻椃棶棾棭
秋 棽棿棾 棸 棸 椀棬棽棶棻棭 棽棬棸棶椄棭 棸 棻棬棸棶棿棭 椃棬棽棶椆棭 棻椀棬椂棶棽棭
冬 棾棽椂 棸 棸 棾椄棬棻棻棶椃棭 椃棬棽棶棻棭 棸 棸 椄棬棽棶椀棭 椀棾棬棻椂棶棾棭
合计 棻棽椄椂 棾棬棸棶棽棭 棻棬棸棶棻棭 椆棽棬椃棶棽棭 棿椃棬棾棶椃棭 椀棬棸棶棿棭 椆棬棸棶椃棭 椀椃棬棿棶棿棭 棽棻棿棬棻椂棶椂棭

棽棶棿 年龄与阳性率的关系
曑棻岁组的患儿病毒感染的阳性率最高棳其次

为椌棻暙曑棾岁组暍椌棾暙曑椃岁组棳椌椃暙曑棻棾岁组
患儿病毒感染率最低棳见表棽暎由各年龄组患儿病
毒阳性率可知年龄越大棳病毒感染的阳性率越低暎
棻岁以内患儿与大于棻岁患儿的病毒感染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曑棻岁组患儿病毒感染以
斠斢斨感染居多棳其次为斝斏斨栿椈椌棻暙曑棾岁组暍椌棾
暙曑椃岁组以及椌椃暙曑棻棾岁组患儿病毒感染均以
斄斈斨感染居多棳可见斄斈斨在各年龄阶段均有可能
感染患儿暎其他病毒多呈散发感染棳见表棾暎
棾 讨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暡棽暢棳

也是导致小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棳其中病
毒感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暡棾暢暎目前认为引起小
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的椃种呼吸道病毒其
感染阳性率与患儿年龄暍发病季节暍地域差别等都
有一定的联系棳呈现出不同的流行趋势暡棿暢暎这可能
是由于这椃种常见呼吸道病毒中除了腺病毒外其

表棽 各年龄组呼吸道病毒检出情况
年龄棷岁 病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棷棩
曑棻 椃棽椃 棻椀椃 棽棻棶椂
椌棻暙曑棾 棽椂椃 棾椀 棻棾棶棻
椌棾暙曑椃 棻椂椄 棻椀 椄棶椆
椌椃暙曑棻棾 棻棽棿 椃 椀棶椂

表棾 各年龄组患儿椃种呼吸道病毒检测情况 例棬棩棭
年龄棷岁 病例数 斏斨斄 斏斨斅 斠斢斨 斄斈斨 斝斏斨栺 斝斏斨栻 斝斏斨栿 合计

曑棻 椃棽椃 棾棬棸棶棿棭 棻棬棸棶棻棭 椃椃棬棻棸棶椂棭 棻椆棬棽棶椂棭 棽棬棸棶棾棭 棿棬棸棶椂棭 椀棻棬椃棶棸棭 棻椀椃棬棽棻棶椂棭
椌棻暙曑棾 棽椂椃 棸 棸 棻棾棬棿棶椆棭 棻椀棬椀棶椂棭 棻棬棸棶棿棭 棾棬棻棶棻棭 棾棬棻棶棻棭 棾椀棬棻棾棶棻棭
椌棾暙曑椃 棻椂椄 棸 棸 棻棬棸棶椂棭 棻棸棬椂棶棸棭 棽棬棻棶棽棭 棻棬棸棶椂棭 棻棬棸棶椂棭 棻椀棬椄棶椆棭
椌椃暙曑棻棾 棻棽棿 棸 棸 棻棬棸棶椄棭 棾棬棽棶棿棭 棸 棻棬棸棶椄棭 棽棬棻棶椂棭 椃棬椀棶椂棭
合计 棻棽椄椂 棾棬棸棶棽棭 棻棬棸棶棻棭 椆棽棬椃棶棽棭 棿椃棬棾棶椃棭 椀棬棸棶棿棭 椆棬棸棶椃棭 椀椃棬棿棶棿棭 棽棻棿棬棻椂棶椂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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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椂种呼吸道病毒均为斠斘斄病毒棳而斠斘斄病毒
为单链结构棳极易发生变异棳形成新型病毒株椈且不
同的宿主情况暍气候暍温度等都有可能对病毒的生
长和繁殖造成影响暎

本研究发现棳我地区呼吸道感染病毒检出率为
棻椂灡椂棩棳引起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最主要的病毒
是斠斢斨棬椃灡棽棩棭棳其次为 斝斏斨栿棬棿灡椆棩棭和 斄斈斨
棬椀灡棸棩棭暎大多数呼吸道病毒感染为单病毒感染棳
混合病毒感染非常少见暎斠斢斨的流行有明显的季
节性棳春暍冬季节是流行高峰棳通过多因素相关及回
归分析发现棳低气温是导致 斠斢斨 感染的主要因
素暡椀暢棳而且斠斢斨感染后免疫力不强棳可反复感染棳
这可能是造成在椃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感染中斠斢斨
感染占首位的原因椈而斝斏斨栿则在全年均有较高的
检出率棳但春暍夏季为流行高峰期棳与 斎斸旐斿旍旈旑
等 暡椂暢报道一致暎从性别分布来看棳男暍女性患儿检
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棳说明本地区呼吸道病毒感
染无性别差异暡椃暢暎

从年龄分布来看棳曑棻岁组的阳性率最高棳且明
显高于其他年龄组棬椉棸灡棸棻棭棳说明呼吸道病毒感染
与年 龄有关棳年龄越小棳病毒感染的阳性率越
高暡棽棳椄灢椆暢棳这与棻岁以下患儿免疫系统尚未完善棳易发
生感染有关暎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棳斠斢斨与
斝斏斨栿在曑棻岁组中检出率最高棳这可能是由于婴儿
期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棳体液免疫功能尚未完善棳而肺
炎及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又与斠斢斨及斝斏斨栿有
关暡棻暢椈而斄斈斨则在各年龄段均有较高的检出率暎

从季节分布来看棳呼吸道病毒流行常有一定的
季节性暎以春季呼吸道病毒的检出率最高棳冬季次
之棳这与田爱丽暡棿暢棳焦化平暡棻棸暢报道不太一致棳可能与
地域差别暍气温反复无常等有一定的关系暎通过进
一步研究发现棳斠斢斨的流行有明显的季节性棳流行
高峰在春暍冬季节椈而斝斏斨栿及斄斈斨则在全年均有
较高的检出率棳且以春暍夏季节为流行高峰椈其他棿
种病毒则以散发的形势存在暎

通过研究可知棳我地区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主要病原菌为斠斢斨棳在曑棻岁患儿中最为易感棳高发
于春暍冬季节椈其次为斝斏斨栿及斄斈斨棳在全年均易感
高发暎随着年龄的增长棳病毒的感染率逐渐下降暎
呼吸道病毒感染已严重威胁到小儿的健康和生命棳
有报道称在儿童时期患过呼吸道感染的人在成年后

患各种呼吸道疾病的危险性明显增大暡棻棸暢暎人出生后
肺泡的分化将逐步减慢棳到椄岁后才能完全形成棳因
此儿童下呼吸道感染可能引起尚未发育成熟的肺脏

发生某些解剖暍组织及生化方面的变化棳从而可使呼
吸道对各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增强椈也有研究认为
呼吸道病原微生物可直接损伤气道上皮细胞棳亦可
通过毒素介导导致多种炎性介质释放棳而两者均可
导致气道非特异性炎症棳造成气道阻力增加和气道
高反应性棳从而有可能诱导小儿急性哮喘的发生及

发作暡棻棻灢棻棾暢椈而且有研究证明流感病毒斄是导致小儿
热性惊厥的非常重要的致病因素暡棻棿暢椈由此可见呼吸
道病毒感染对儿童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棳但是因为椃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中除了腺病毒外其余椂种呼吸道
病毒均为斠斘斄病毒棳由于斠斘斄病毒的单链结构棳极
易发生变异棳形成新型病毒株棳虽然针对一些病毒机
体可产生抗体棳对同型病毒有牢固免疫力棳对型内变
异株的交叉免疫也可持续一段时间棳但亚型间却无
交叉免疫棳因此当新的亚型出现时就有可能造成暴
发流行暎而也是由于这个特点棳导致一些呼吸道病
毒至今仍无有效的预防疫苗棳如呼吸道合胞病毒暡棻椀暢暎
因此棳早期暍及时的明确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就显
得尤为重要暎通过对小儿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流行现
状进行分析棳指导临床结合年龄暍季节暍性别等流行
资料来鉴别病原棳为临床早期暍及时的明确病原棳进
行有的放矢的治疗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是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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