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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地区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检测分析

范丽萍 张学兰 孙惠泉 陈正荣 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 (江苏苏州

刘继 贤 季 伟

2 15 0 0 3 )

摘 要
:

目的 了解苏州地 区呼吸 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 ( A D V )感染特点
。

方法 选择 20 05 年 11 月至

2 0 07 年 10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住院的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儿 6 227 例
,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 (D F A )对患儿

鼻咽部分泌物进行 A D V 等 7 种病毒抗原检测
,

同时进行痰细菌培养和测定患 儿血清肺炎支原体 ( M )P 抗体滴度

(采用 E L IS A 方法 )
。

结 果 6 2 27 例标本中 AD V 抗原 阳性 64 例
,

阳性率 1
.

0 3%
,

1
一 7 岁 阳性检 出数 4 9 例

(7 6 5 6% )
,

其中 1 一
2 岁 14 例 (2 1

,

88 % )
。

每年 3 一 9 月份均有 A D V 检 出
,

4 一
8 月份检出率较高

。

6 4 例腺病毒

感染病例中
,

诊断为肺炎 25 例
,

扁桃体炎 11 例
,

咽结合膜热 4 例
,

支气管炎 5 例
,

咽炎 2 例
,

上 呼吸道感染

17 例 ; 高热 60 例 ( 占 9 3 .7 5% )
,

热退均表现为骤降 ; 料 例 ( 6 8
.

75 % )血常规检查 白细胞升高 ; C 反应蛋 白 (C R )P

升高 4 2 例 ( 65
.

63% )
;

l 例 ( 1
.

5 6% )混合副流感病毒 3 型感染
,

13 例 ( 2 0 3 1% )混合细菌感染
,

3 0 例 ( 46
.

8 8% )混

合肺炎支原体感染
。

结论 A D V 感染在苏州地区每年春夏季高发
,

1
一 7 岁是 A D V 感染的好发年龄

,

A DV 感染

后血白细胞
、

C RP 升高多见
,

易混合肺炎支原体感染
,

混合病毒感染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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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病毒 ( A D V )感染在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较为

常见
,

当时导致死亡 的病例很多
。

近年来
,

腺病

毒感染情况发生 了变化
,

为 了解苏州地 区腺病毒

感染 特点
,

对 2 0 05 年 n 月 至 20 07 年 10 月在苏

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 院的 6 227 例呼吸道感染患

儿进行 呼吸道合胞病毒 ( R S V )
,

流感病毒 ( IF V ) A

型
、

B 型
,

副 流感病 毒 ( P IV ) l
、

2
、

3 型
,

A D V

7 种病毒检测
,

其 中 6 4 例腺病毒检测 阳性
,

现对

其感染特点分析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为 2 0 0 5 年 n 月至 20 07 年 10 月在我 院住 院

的急性上
、

下呼吸道感染患儿
,

共 6 227 例
。

其中

6 4 例腺病毒抗原检测阳性
,

阳性率 1
.

03 %
,

男 31

例
,

女 33 例 ; 年 龄 2 个月
一 13 岁

,

平 均 年 龄

4
.

6 6 岁
。

1
.

2 标本采集

患儿鼻咽部分泌物通过一次性采痰器经鼻腔插

人 7 一 s c m 达咽部后负压吸取而得
,

新鲜制成脱

落细胞涂 片
,

以每片不少于 20 只脱落细胞为合格

标本
。

1
.

3 病毒抗原检测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 ( D FA
,

C he m ico n 呼吸道

病毒诊断试剂盒 Cil e m ie o n In t e r n a t i o n In c
.

T e m e e u -

la
,

CA
.

U S A )对 A D V 等 7 种 呼吸道常见病毒进行

抗 原检测
,

按说 明操作
,

结果 于荧光 显微镜 下读

取
,

以每片不少于 5 只阳性包涵体细胞为阳性
,

同

时排除非特异性染色
。

L 4 痰培养

将上述咽部分泌物中加人无菌生理盐水
,

充分

捣碎后接种在血琼脂平板
、

巧克力平板 ( CO
:

环境 )

置 35
O

C 培养箱中进行分离培养 18 一
24 h

,

根据

细菌菌落及染色特性进行相应处理
,

怀疑致病或条

件致病菌
,

用传统手工方法进行鉴定
,

并同时做药

敏试验
。

通信作者
:

范丽萍 电子信箱
:
h y l i p in g随

s i an
.

co m



临床儿科杂志 第 2 6 卷第 1 0 期 2 0 0 8 年 1 0 月 J lC in eP id at : V o l
.

2 6 NO
.

] 0 O e t
.

ZO08 8 6 7

1
.

5 肺炎支原体测定

采用 E L IS A (德国公司 V iir o n / s e r i o n
试剂盒 )方

法
,

对 6 227 例 患 儿血 清进行 肺炎 支原体 ( M )P

Ig M
、

I gG 抗体定量测定
,

M P
一

Ig M 测定值超过参考

上限 ( 1 3 U / m l )为阳性
。

1
.

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扩检验和确切概率法
,

尸 < 0 .0 5 为统计

学检验的标准
。

2 结果

2
.

1 病毒检测结果

6 2 2 7 例病例 中检测出 R SV 阳性 1 4 4 8 例
,

阳

性检 出率为 23
.

25 % ; IF V 阳性 459 例
,

阳性 检出

率 为 7
.

3 7% ; P I V 阳性 2 3 9 例
,

阳性 检 出 率为

3
.

8 4% ; A D V 阳性 6 4 例
,

阳性检出率为 1
.

0 3%
。

.2 2 腺病毒感染年龄特点

6 4 例腺病毒感染患儿年龄为 2 个月 一 13 岁
,

1 一 7 岁阳性检出数共 4 9 例 ( 占 7 .6 5 6% )其 中 1 一 2

岁 14 例 (占 21
.

8 8% )
。

不 同年龄感染构成情 况见

表 l
。

表 1 腺病毒感染年龄构成

年龄 (岁 ) 腺病毒阳性例数 构成 比 ( % )

< 6月 4 6 2 5

~ 1 1 1
.

5 6

~ 2 14 2 1
.

8 8

一 3 8 12
.

5 0

一 4 8 12
.

5 0

一 5 8 12
.

5 0

一 6 6 9
.

3 8

一 7 5 7
.

8 1

7 一 13 ! 0 1 5
.

6 3

总计 6 4 10 0
.

0 0

2 3 腺病毒感染季节分布

每年 3 月份开始有腺病毒感染病例 出现
,

4 -

8 月份 明显增多
,

不 同季 节 A D V 检测 阳性率 比

较
,

差异有 统计学 意义 (才
二 51

.

23
,

尸 < .0 0 01 )
。

春 季 AD V 检测 阳性 率 明显 高 于秋
、

冬 季 ( x
Z =

23 .4 5
、

31
.

1 1
,

尸均 < .0 0 01 )
,

夏 季也 高于秋
、

冬

季 ( x , = 2 0
.

0 9
、

2 7
.

0 6
,

P 均 < 0
.

0 0 1 )
,

春
、

夏季阳

性 率 相 比
,

差 异 无 统计 学 意 义 (扩
= .0 3 1

,

尸 >

.0 05 )
,

秋
、

冬季阳性率相 比
,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

义 (尸 二 .0 4 6 )
,

不 同季节腺病毒感染见表 2
。

.2 4 腺病毒感染临床特点

.2 4
.

1 混 合感染情况 仅 1 例混合副 流感病毒 3

表 2 腺病毒感染季节分布

季节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 扩值 尸

春季 1 6 5 6 3 3 1
.

9 9

夏季 1 7 2 9 3 0 1
.

7 4 5 1
.

2 3 < 0
.

0 0 1

秋季 1 2 9 7 1 0
.

0 8

冬季 1 5 4 5 0 0

总计 6 2 2 7 6 4 1
.

0 3

型 ; 13 例混合细菌感染
,

分别为卡他莫拉菌 5 例
,

流感嗜血杆菌 4 例
,

肺炎链球菌 2 例
,

金黄色葡

萄球菌 2 例
; 3 0 例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 阳性

,

其

中 Ig M
、

Ig G 均升 高 16 例
,

仅 Ig M 升高 14 例
。

A DV 检测 阳性 病例 混合 肺 炎支 原体感染 ( 3 0 / 6 4

例 )
,

明显高于 A DV 检测 阴性 病例 ( 1 10 7/ 6 16 3

例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扩
=
35 .4 8

,

尸 < .0 0 01 )
。

.2 .4 2 临床表现 64 例腺病毒感染病例 中
,

肺炎

2 5 例
,

扁桃体炎 n 例
,

咽结合膜热 4 例
,

支气管

炎 5 例
,

咽炎 2 例
,

上呼吸道感染 17 例
。

64 例 中

有高热 60 例
,

均在 39o C 以上
,

最高达 41
O

C
,

发

热持续 时间为 4 一
ll d

,

平均 .7 07 d
,

所有热退均

为骤降
,

其中 n 例伴畏寒
,

肌 肉酸痛 ; 无发热的

4 例均为 2 一 5 个月的小婴儿
。

.2 .4 3 实验室检查 6 4 例腺病毒感染病例中 4 4 例

血常规检查 白细胞升高
,

最高达 3 4 3 x 10即L
,

其

中 2 9 例病程 < s d
。

C 反应蛋 白 ( C R P )升高 4 2 例
,

其中 30 例病程 < s d
。

3 讨论

腺 病毒 ( A DV ) 已被证实为我 国儿童常见的呼

吸道病原 l[]
,

不同地 区
、

不 同季节感染情况存在差

异
。

北方 地 区如 北京 2 0 0 4 一 2 0 0 5 年调 查 发现
,

A D V 感染全年散发
,

阳性检 出率为 .8 3%
,

冬春季

节相对较多
,

6 个 月 一 3 岁为易感人群 [气 天津地

区 2 0 0 2 一 2 0 0 4 年总结发现
,

A DV 感染 阳性检出率

为 31
.

5 9%
,

是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首要病

毒
,

流行季节在冬季3[]
。

南方地区如广州报道 A D V

感染发病年龄高峰在 4 一 7 岁
,

发病时间高峰在 8
、

9 月份 [4]
,

本资料对 2 0 0 5 年 1 1 月 至 2 0 0 7 年 10 月

共 2 年 的苏州地 区住院的急性上
、

下呼 吸道感染

儿童鼻咽分泌物行 A D V 抗原检测
,

A D V 阳性检出

率为 1
.

03 %
,

在 7 种病毒中最少见
,

也体现 A DV

感染呈下降趋势
,

与文献 151 报道一致
。

l 一 7 岁是

A D V 感染的高发年龄
。

A D V 检出数以 4 一 8 月份为

高
,

l 一 3 月及 9 一 12 月 A D V 检出数较少
,

本地区

A D V 感染春
、

夏季明显高于秋
、

冬季 (尸 < .0 0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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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季节性
。

儿童呼吸道感染存在较高的混合感染 11 6
,

A D V

混合病毒
、

细菌感染有报道
,

但 混合肺炎支原体

感染情况很 少有 报道
。

本组 6 4 例 A D V 阳性病例

中
,

有 3 0 例 (4 6
.

8 8% )混合肺炎支原体感染
,

明显

高于 A DV 阴性病例 (尸 < .0 0 01 )
,

表 明 A D V 易混

合肺炎支原体感染
,

其 中病程 < s d 肺炎支原体检

测阳性 巧 例
,

提示病程早期即可以 合并肺炎支原

体感染
,

是本地区 A DV 感染的特点
,

机理 目前 尚

不清楚
,

是否与两者感染具有相似 的病理生理改

变及感染后均可能在呼吸道持续存在有关 17
8 ]

,

有

待进一步研究
。

A DV 感染临床仍表现为高热
,

6 4 例 中除 4 例

2 一 5 个月小婴儿 无发热
,

其余体温均在 3 9o C 以

上
,

甚至发生 41
O

C 高热
,

部分伴有畏寒
、

扁桃体

及咽后壁可见白色附着物
,

实验室检查 4 4 例 血白

细胞升高
,

最高达 3.4 3 x 10粉 L
,

其中 2 9 例病程 <

s d
。

C R P 升高 4 2 例
,

其中 3 0 例病程 < s d
。

日本

K a w as ak i 等 l9] 也报道 A D V 感染后 白细胞 增多
,

以

中性粒细胞为主
,

C R P 增高
,

uS
n
等 l ’ 0] 研究认为在

链球菌性扁桃体炎 与腺病毒性扁桃体炎间
,

C R P
、

白细胞计 数 的改 变无 明显 差别
。

国 内有报 道在

AD V 感染 (非肺炎 )病例 中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常升高
,

A D V 肺炎 白细胞计数
、

中性 粒

细胞百分比可不高
!川

。

A D V 系 D N A 病毒
,

大多病

毒感染早期 ( s d 内 )血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胞百

分 比及 CR P 浓度 不高
,

推测 A D V 感 染后 出现畏

寒
、

扁桃体及咽后壁可见 白色附着物及 白细胞计

数
、

中性 粒 细胞 百分 比
、

C R P 浓度 升 高可 能 与

A D V 感染炎症反应强
、

早期混合其他感染 (如肺炎

支原体 )等有关
,

其确切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因

此在 A D V 感染流行季节
,

对 白细胞
、

C R P 升高的

急性 呼吸道感染
,

需考虑 A D V 感染可能
,

避免滥

用抗生素
。

64 例中无发热的 4 例患儿均 < 6 个月
,

可能与生后最初 数月还存 留从母体传递 的腺病毒

抗体
,

故感染程度较轻有关 }’ 2]
。

A D V 交叉感染发生率达 6 0% 一
85 %

,

最短接

触 2 0 m il, 可致病 }’ 21
。

因此
,

了解本地 区 A DV 感染

流行季节
、

好 发人群及临床特点
,

使患儿能得到

及时诊治
,

及时隔离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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