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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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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在无生命培养基上生长)

繁殖的最小原核细胞型微生物#也是引起儿童及成人

支气管炎和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的一种重要病原体(

LM

感染可发生于所有年龄段#尤其常见于儿童急性

上)下呼吸道感染#并已成为因重症肺炎住院老年患

者的重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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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早期无典型)特异的临床

特征#因此实验室检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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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引

起的感染性疾病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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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强)特异性高的实验室指标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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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早

期诊断及治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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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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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方法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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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LM

分离培养及鉴定)血清学诊断方法和分子生物学诊断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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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方法因其操作简便)检测速度快)成

本较低等优点#已作为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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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主要方

法而被广泛使用(然而#由于检测受患者的年龄)实

验室条件)实验人员技术)标本采集时间等多种因素

影响#各类市售试剂盒检测敏感度及特异度差异较

大#诊断标准不统一(因此#实验室进行临床试验时

评估检测方法的可行性#选择更为合适的检测试剂#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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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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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原发性非典型肺炎及其他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的常见病原体#并可引起全身多器官损伤(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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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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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和磺胺类药物耐药#仅对大环内

酯类)四环素类抗菌药物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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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多数
LM

患者的临床症状与嗜肺军团菌)肺炎衣原体及立克次

体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一致#因此#及早确诊
LM

感染#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选择特异度高)敏感度好)快速)

准确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

血清特异性抗体检测仍然是目前诊断
LM

肺炎

的主要手段(颗粒凝集试验和补体结合试验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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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特异性抗体的传统方法#但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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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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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滴度受
^

0

b

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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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

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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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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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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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0

L

对早期诊

断更有价值(本研究选择了临床应用广泛的
M9

法与

敏感度高)自动化检测的
J2̂9

法进行比较#显示两

种方法检测结果的总符合率为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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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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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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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致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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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方法一致性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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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方法学一致性的研究结果表明#

M9

法

与
J2̂9

法检测
LM

抗体的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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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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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性为中等(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标本存在两种

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为以下几点原因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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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手工操作#影响因素较多#易出现假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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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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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

法检测的
LM

抗体为混合型#其

中不仅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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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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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还可能包含
^

0

9

*

,

+

%$

#

&

J2̂9

法敏感度较高#检测范围宽#可检出部分超出
M9

法

检测能力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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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血清中
LM:̂

0

L

阳性率在婴幼儿中

明显升高#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在老年人中阳性率

则不足
!%&'_

#这使得
^

0

L

抗体在诊断儿童
LM

感

染中更有意义#而对诊断中老年人感染的敏感度稍

差(这与
`9*âXU:8̂\Z\2

等*

!!

+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而
d\\8UL9

等*

!"

+认为#单独检测
^

0

L

抗体

水平也可用于诊断儿童
LM

感染(

*92âXb*V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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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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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感染
LM

后并未检测到
^

0

L

抗体滴度的升高#这与本研究中成人组
#,&%_

的阳性

率有一定差异#可能是由于检测方法的不同所导致(

成人组及老年组
LM:̂

0

L

阳性率明显降低使得单独

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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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诊断成人
LM

感染方面的意义相比于儿

童更弱(

^

0

L

抗体免疫应答所需时间较短#可作为早期诊

断的指标#急性期患者血清中检出
^

0

L

多认为是新近

感染(特异性
^

0

b

较
^

0

L

出现晚#通常在感染
$

!

(

周达高峰#上升速度较慢且在体内的持续时间较长

$最长可达
$

年左右&#由于
^

0

L

抗体产生的免疫学特

点#对成人检测
^

0

L

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因此联合

检测
^

0

b

和
^

0

L

两种抗体有助于提高阳性率#明确

LM

感染的诊断#以协助指导用药#提高疗效(

综上所述#

J2̂9

法与
M9

法检测
LM

抗体存在

一致性#相较于
M9

法#

J2̂9

法具有敏感度高)可检

测
^

0

b

和
^

0

L

亚型)操作简便快速)全自动化的优点#

可替代手工检测方法成为临床实验室诊断
LM

感染

的有效检测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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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XXVU

#

<?B5&*@<E?C5C?

H

4F;C41B=S<=6C3GCFF<=<3?CB?C3

0

;BA?<=CB5F=41343:;BA?<:

=CB554D<==<6

/

C=B?4=

H

?=BA?C3F<A?C43C3@46

/

C?B5C]<GA@C5:

G=<3

!

GCFF<=<3A<4F?@<GCB

0

346?CA

/

<=F4=1B3A<;<?D<<3B:

AE?<

/

3<E143CBB3G;=43A@C?C6

*

c

+

&c 3̂F<A?J@<14?@<=

#

"'!$

#

"'

$

!'

&!

(!(:("'&

*

(

+ 申昆玲
&

儿科学*

L

+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

!,(&

*

+

+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
&

成人肺炎支原体肺

炎诊治专家共识*

c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

$

,

&!

($#:($%&

*

-

+ 夏邦世#吴金华
&aB

//

B

一致性检验在检验医学研究中的

应用*

c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周珍娟
&

被动凝集法和
\2̂U9

法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的

临床研究*

c

+

&

社区医学杂志#

"'!(

#

!$

$

-

&!

"$:"(&

*

!'

+陈东妙#张雅洁#申婷婷#等
&

化学发光法检测肺炎支原体

抗体的性能评估*

c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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