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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为了解呼吸道病原体九联检试剂的应用价值，快速诊断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方法　对三

亚市中医院的门诊与住院患者１０８３例采用呼吸道九联检试剂（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检测。结果　实验组感染一

种病原体的阳性检出率为７７．８％，同时感染两种病原体的阳性检出率为７．９％；呼吸道感染实验组的阳性检出率为

７７．８％，非呼吸道感染对照组的阳性检出率为２６．３％。结论　推广呼吸道九联检试剂的应用，对急性呼吸道感染

病原体的检测以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诊断和用药具有很现实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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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道病原体九联检试剂应用于９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ＩｇＭ抗体的检测已有好多年。自从实验室开展九联检项目以

来，该项目就深受临床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的广泛关注。目

前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了有关这方面的

内容［１３］。本文主要分析了６５７例呼吸道感染患者（实验组）和

４２６例非呼吸道感染患者（对照组）的检测结果，以评价九联检

试剂在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１０８３例来自本院门诊和住院的患者，

其中男６０９例，女４７４例，年龄１８ｄ至８５岁。其中６５７例呼吸

道感染患者作为实验组，４２６例非呼吸道感染患者作为对

照组。

１．２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抽取静脉血４．０ｍＬ，

离心分离后吸取血清立即检测。

１．３　试剂与仪器　试剂由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均为西班牙ｖｉｒｃｅｌｌ公司生产，可同时检测９种病原体：（１）嗜肺

军团菌血清Ⅰ型；（２）肺炎支原体；（３）Ｑ热立克次体；（４）肺炎

衣原体；（５）腺病毒；（６）呼吸道合胞病毒；（７）甲型流感病毒；

（８）乙型流感病毒；（９）副流感病毒１、２、３型。仪器为上海永享

ＸＳＰ６３Ｘ荧光显微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两组资料关于率的比较采用狋检验进行统

计分析。

２　结　　果

两组九联检检测阳性结果见表１。实验组中一种病原体

检出阳性结果为嗜肺军团菌血清Ⅰ型２５４例（３８．７％），肺炎支

原体１９４例（２９．５％），肺炎衣原体１５例（２．３％），呼吸道合胞

病毒１５例（２．３％），乙型流感病毒２２例（３．３％），副流感病毒

１１例（１．７％）例。两种病原体检出阳性结果为嗜肺军团菌血

清Ⅰ型＋肺炎支原体３７例（５．６％），嗜肺军团菌血清Ⅰ型＋乙

型流感病毒１５例（２．３％）。对照组中均只检测出单种病原体，

其中嗜肺军团菌血清Ⅰ型４５例（１０．６％），副流感病毒１、２、３

型２２例（５．２％），肺炎支原体１１例（２．６％），乙型流感病毒３４

例（８．０％）。

表１　两组血清九联检检测阳性结果［狀（％）］

组别 狀
嗜肺军团菌

血清Ⅰ型

肺炎

支原体

肺炎

衣原体

呼吸道

合胞病毒

乙型

流感病毒

副流感

病毒

嗜肺军团菌血清

Ⅰ型＋肺炎支原体

嗜肺军团菌血清

Ⅰ型＋乙型流感病毒
合计

实验组 ６５７ ２５４（３８．７） １９４（２９．５） １５（２．３） １５（２．３） ２２（３．３） １１（１．７） ３７（５．６） １５（２．３） ５１１（７７．８）

对照组 ４２６ ４５（１０．６） １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８．０） ２２（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２（２６．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呼吸道疾病好发于小儿时期和年老体弱的患者，在急性感

染疾病中占首位。根据病变的主要解剖部位和临床表现不同，

临床上分为呼吸道感染、气管炎、支气管炎和肺炎［４］。这些疾

病可由一种或多种病原体引起，因此，临床出现急性呼吸道感

染时，临床医生就很难确诊为哪些病原体引起，不好对症下药，

使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病情拖延或加重，甚至乱用抗生

素。针对这些问题，本科室从安图公司购进九联检试剂，该试

剂的检测方法简单，标本易得，阳性检出率高，很适合用于小型

医院。从本文检测结果可以看出，６５７例实验组中各种病原体

总检出阳性率为７７．８％，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２６．３％，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由此可见，推广呼吸道九联检

试剂的应用对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检测，以及呼吸道感染

疾病的诊断和用药具有很现实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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