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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性指标有助于儿科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早期诊断

和预后判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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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因免疫力低下等原因易患各类呼吸道疾病#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是临床最常见疾病#一般认为该类疾病多由病毒感染

引起#其也可由细菌感染或继发细菌感染引起+临床上#患儿

多伴有发热,起病急#通过血常规等检测手段不易及时诊断病

情及判断预后+虽然各类炎性指标已在临床广泛应用#但是受

制于检测方式而不能快速提供结果+近年来#床旁检测

$

O]"#

&仪器的大量应用使部分指标更易获得+本研究选取

新开展全血血清淀粉样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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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与血常规检测

同时进行#以期能够更加高效地提供炎性指标供临床参考+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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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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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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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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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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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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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确诊

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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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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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6

例%

年龄
&

个月至
&1

岁#平均
1()

岁+对照组选取同期幼儿园体

检健康幼儿
2+

例#其中男
1*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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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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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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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参考5内科学6第
2

版#以

出现发热,咽部不适,鼻塞,流涕,咳嗽等为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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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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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儿样本采集及检测均在首次入院治疗前进

行+采集末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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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数码定量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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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常规项目+各仪

器均使用配套质控品测试#试验期间仪器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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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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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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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感染组和对照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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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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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制作各项指标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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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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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与对照组各炎性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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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炎性指标在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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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居儿童常见多发病第
&

位#有报道指

出#导致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约
4)5

为病毒#另有约

&)5

为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支原体或衣原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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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根据部位不同可分为普通感冒与流感,急性扁桃

体炎,疱疹性咽炎,急性喉炎,急性鼻炎及鼻窦炎等+如诊断不

及时或病情迁延不愈#易发展为儿童支气管炎和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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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来在临床广泛使用的小型,即时,简易检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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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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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尽可能接近患者检验#包括地域接近与快速检

测+传统实验室诊断方法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中既无高

特异性方法#也无快速获得结果的.金标准/#因此#血常规检测

必不可少+数十年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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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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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检测技术和原理落后导致其在临床使用受

限+本研究使用的
@!"\P]%7#%P=9G=C

免疫荧光分析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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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数码定量分析仪可于
&)A@:

内得到炎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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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单个样本可与血常规检测同

时进行#满足临床急诊需要#快速应用于儿科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诊断+

由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致病因素的多样性#导致致病

病原菌不易明确#且目前对于支原体等病原菌感染尚无很好的

.金标准/

)

2

*

+因此#本研究着重对炎性因子进行总体比较#发

现
U."

诊断价值不大#感染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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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感染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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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病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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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明显增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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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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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3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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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对该疾病的诊断价值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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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常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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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肝脏合成的
&

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能与肺炎球菌细胞壁

"'

多糖结合+健康者血清中
?0!"PO

水平极少#其在急性炎性

反应,细菌感染和心血管疾病时升高+

-77

是感染性疾病辅

助诊断新指标#

-77

主要临床意义与
"PO

相仿#用以评估急

性时相反应进程)

3

*

+本研究表明#

-77

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诊断效果优于
"PO

#能够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提供更好的鉴

别+也有报道指出)

4

*

#通常约
'

"

1

感冒患者
-77

升高#但少于

&

"

'

的患者相同表现
"PO

升高+同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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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本次研究
U."

结果

同部分报道有一定差异)

&)

*

#主要体现在均值过高#笔者认为可

能和研究对象平均年龄偏低有关#可在进一步研究中增加大龄

儿童比例+

虽然
O]"#

检测上述指标在试验成本,结果准确性方面

仍可改善)

1

#

&&

*

#笔者认为#在缺乏快速,特异性实验室诊断指标

的情况下#血常规检测同时进行全血
-77

,

?0!"PO

和
"PO

的

检测对该病早期诊断及预后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疾病期间

能方便,快速监测上述指标变化#也有助于判断患儿病情及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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