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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衣原体( T WA R)是引起人类急性呼吸道感

染症的重要病原体之一。自从确定其为人类致病菌

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

自1995 年以来对该微生物也有一定的研究。但迄

今为止, 有关小儿肺炎患者 T WAR 感染的报道甚

少。为此,笔者对 1997年 4月~ 1998 年 3月住院肺

炎患儿 109例进行了 T WAR 感染率调查, 并结合临

床,对 T WA R肺炎的流行特征进行分析, 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09例肺炎儿童, 年龄 2 个月~

11 岁,男 67 例,女 42 例, 诊断标准依照实用儿科学

第 6版。健康儿童 35 例作对照,年龄 2~ 7 岁, 男 21

例,女 14例 ,近两周内无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史。

T WAR 抗原板由第三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

提供。兔抗人 IgG 和 I gM 荧光抗体选用 sig ma 公司

产品。

采用微量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血清 T WAR 特

异性抗体 IgG、I gM 检测。以荧光显微镜下可见暗色

本底上散布均匀,小米粒大小,密集的苹果绿色荧光

颗粒的标本为阳性标本。在进行标本检测的同时设

立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空白对照。

判断标准:既往感染: T WAR 特异抗体 Ig G滴度

为 1B16~ 1B256; 急性感染: T WAR 特异性抗体 I gG

效价为\1B512 或特异性抗体 IgM 效价 \1B32。

所有患儿入院时均查血象, 拍胸片。其中 41 例

查 G- csf, 15 例查了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 21 例查

肺炎支原体抗体 IgG 和 IgM。所有患儿取血前均未

用过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二、结果:

1.健康对照儿童 T WA R 感染率: 35 例儿童中,

T WAR抗体阳性者 12 例( 34. 3% ) ,其效价均未达到

急性感染标准。

2. 肺炎患儿 T WAR 感染率: 109 例患儿中, 达

T WAR急性感染标准者36例( 33% )。其中, 婴幼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儿科  北京

100029

2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儿科

3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组 39 例,急性感染 13 例,学龄前组 30 例, 急性感染

11例, 学龄儿童组 40 例,急性感染 12 例。109 例患

儿中, T WAR 既往感染者 44 例( 40. 4% )。

3.急性感染患儿临床特点: 109 例患儿除 1 例为

哮喘性肺炎外余均为支气管肺炎表现, 以咳嗽发热

为主要症状, 查体两肺可闻及干湿罗音。血象大多

数( 79. 3% )正常,少数( 20. 7% )轻度升高, G- csf 大

多( 84. 6% )阴性, 少数 ( 15. 4% )阳性。胸片除 1 例

可见大片状阴影外 ,余均为点片状影。21 例肺炎支

原体抗体检查中, 4例 IgM 抗体阳性。15 例 RSV 抗

体检查 1 例阳性。此 5 例与 T WA R 抗体阳性病例

无重叠。

三、讨论:

1.关于 T WAR 的感染率: 目前已公认, T WA R

是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 被列为第三位或

第四位的感染源。用微量免疫荧光法进行血清学调

查发现: 肺炎衣原体是遍布世界的常见的感染病因,

在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已在约 50%的成人中检查出

了肺炎衣原体抗体。我国对该病原体的研究始于

1995年, 迄今为止已分别在北京、湖南、广东、四川的

部分地区进行了健康人群肺炎衣原体感染的调查,

结果表明肺炎衣原体在我国人群的感染也是普遍

的。

目前为止, 国内有关小儿 T WAR 感染的报道甚

少。1996 年支文蜻等曾对北京城区 508 名健康儿童

进行了 T WAR感染率调查,证实该病原体在北京地

区儿童中的感染率为 27%。本文健康儿童的

T WA R既往感染率 34. 3% , 较支文蜻等的结果略

高。1997 年, 刘霞等用 P CR 方法对 63 例小儿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研究表明, T WA R 在婴幼儿急性

呼吸道感染病原中占第一位, 总阳性率 34. 9% , 其中

肺炎患儿 38 例,阳性率达 42. 2%。本文 109 例肺炎

患儿 T WAR阳性率为 33% ,与刘霞等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 表明在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中,

T WA R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应引起临床工作者的

足够重视。

关于 T WAR的检测方法至今国内外采用最多

的仍是 M I F法。从本文对照组检测结果分析, 3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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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儿童无一例达急性感染标准, 表明此方法具有

良好的特异性,因此, 结果可信。

2.关于 T WAR 的流行特征: 据报道, 人群中

T WAR的抗体阳性率有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但从本文对肺炎患儿 T WA R抗体的检测结果分析,

小年龄组的感染率并未低于大年龄组( P> 0. 05) ,提

示对婴幼儿肺炎患儿仍要注意 T WA R感染的问题。

本组 69 例患儿标本收集于冬春季, 40 例于夏秋

季, T WA R感染的阳性者分别为 22 例和 14 例, 两组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表明 T WAR 肺炎的发病无明显

季节性。

我们的观察结果表明:小儿 T WA R肺炎临床表

现缺乏特征性, 与小儿支原体肺炎及病毒性肺炎难

以区别, 病情多不严重, 除一例病儿明显喘憋外, 多

表现为咳嗽、发热、肺部多可闻及中小水泡音、血象

多数正常、G- csf多阴性,胸片除一例为大片状阴影

外其余均为点片状阴影。鉴于小儿 T WAR 肺炎缺

乏特征性临床表现, 而 T WAR 感染又相当多见, 我

们建议在有条件的单位应开展 T WAR 的实验室检

查工作, 以期及早明确诊断。

(收稿: 1998- 08- 04)

妇科门诊病人生殖支原体感染状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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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女性生殖道生殖支原体 ( M g) 的感染状

况,作者应用套式 P CR 方法,选择 M g 的同源多拷贝

基因片段 ) ) ) 16sRNA , 以期查出临床标本中所有

M g 的感染株。

一、对象和方法:

1.对象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妇科门诊患

生殖道炎症 128 例( 18~ 45 岁) ; 该院健康体检女性

26 例( 22 ~ 55 岁) ; 病理检验卵巢 26 例, 输卵管 36

例,子宫 105 例( 18~ 45 岁)。

2.方法 :下生殖道标本用无菌棉拭子采集宫颈

分泌物,上生殖道组织标本用无菌刀片切组织片, 然

后分别提取 DNA, 做套式 PCR 扩增 M g 的 16sRN A

基因片段( 535bp) ,电泳观察结果。最后抽取 5 例阳

性标本,做核酸序列分析, 并与美国 N CBI 的标准株

M g G37 比较。

二、结果:

1.临床无症状体征, 无泌尿生殖道感染病史的

女性生殖道分泌物, 26 例经套式 PCR 法查到 M g -

16sRNA基因阳性 1 例。妇科门诊各种阴道炎分泌

物中都有 M g - DN A 的存在, 其中淋菌性阴道炎为

16/ 43( 37. 2% ) ,霉菌性阴道炎为 12/ 26( 46. 1% ) , 滴

虫性阴道炎为5/ 10( 50% ) ,与正常人相比差异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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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显 著性 ( P < 0. 0001 )。其 它 阴 道炎 4/ 29

( 13. 8%) ,盆腔炎 1/ 10( 10% ) ,与正常人相比差异无

显著性。

2.组织标本中, 宫颈炎性息肉 18/ 27( 29. 6% )和

宫颈炎 6/ 30( 16. 7% )检出率最高, 与子宫非炎症标

本 1/ 48( 3. 6% ) , 输卵管妊娠 1/ 36( 2. 7% ) , 卵巢 0/

26( 0% )相比较, 检出率差异有显著性( P < 0. 05~

0. 01)。

3.抽取 5 例 M g - 16sRNA 阳性标本, 做核苷酸

一级结构分析, 并与国际标准株比较,发现本地区女

性生殖道内 M g 的 16sRNA 基因片段在同一位点上,

有一个 T 碱基的插入。

三、讨论: 用套式 PCR 方法, 对女性生殖道中

M g- 16sR NA 基因(为多拷贝基因 )调查, 我们发现

在临床正常女性生殖道也可以检出 M g, 主要部位在

下生殖道, 其次是子宫、输卵管, 卵巢组织中未检出

M g- DNA ,提示其传播途径可能主要是逆行感染。

阴道炎、子宫炎症时检出率显著增高, 合并淋菌、霉

菌、滴虫感染时检出率更高,提示 M g 感染不仅局限

于性乱人群, 生殖道炎症与 M g 感染有一定的关系。

对苏州地区女性生殖道 M g 阳性株 16s rRNA

基因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分析表明, M g 株有相同的特

征性的基因突变, 此变异是否与其感染部位相关, 尚

有待进一步证实。

(收稿: 1998- 06- 24  修回: 1998- 0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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