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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病例咽拭子和下呼吸道标本中呼吸道病毒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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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感染性疾病

之一⋯，本研究对肺炎病例咽拭子和下呼吸道标本中的呼吸道病

毒分别进行多重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并比较两者差异。

1．对象与方法：

(1)病例标本收集：根据中华医学会CAP诊断标准，以北

京市儿童医院作为监测哨点，收集96例CAP病例咽拭子和

下呼吸道抽吸物标本后立即放入冷藏箱或4 oC冰箱，送往实

验室进行常见呼吸道病毒(鼻病毒、博卡病毒、冠状病毒、甲

型H1N1及甲3型和乙型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腺病毒、呼

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1、3、4型)检测。

(2)核酸提取：德国Qiagen公司QIAamp viral RNA Mini

试剂盒，参考说明书提取病原体核酸。

(3)多重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用江苏和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呼吸道病毒核酸多重实时荧光定量PCR联

检试剂盒，根据说明书，在美国ABI公司7500fast实时荧光

PCR仪上进行real．time PCR扩增。

2．结果：

(1)呼吸道病毒检测：检测咽拭子标本阳性63份，其中

单一病毒感染29份。双重感染10份，三重感染3份，五重感

染1份，实验室确诊病例数为43例，确诊率44．8％(43／96)。

下呼吸道抽吸物阳性112份，其中单一病毒感染24份，双重

感染17份，三重感染12份，四重感染2份，五重感染2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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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确诊病例数为57例，确诊率为59．4％(57／96)。

(2)2种标本检测差异比较：2种标本同时阳性52份，咽

拭子单独阳性11份，下呼吸道抽吸物单独阳性60份(表1)。

2种标本均阳性的标本中仅4种病毒扩增的D值相当，下

呼吸道抽吸物其余病毒扩增的Q值均低于咽拭子。D值

相差>3的(病毒含量相差10倍)有36份，占69％，Ct值相差

最大为16，病毒含量相差约为105倍。另外12个阳性指标D

值相差≤3，病毒含量相差介于10倍之间。

表1下呼吸道抽吸物及咽拭子标本中呼吸道病毒阳性指标数

3．讨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检测方法相同时，呼吸道合胞

病毒、副流感病毒、鼻病毒和腺病毒在2种标本中检出率均较

高，提示这4种病毒可能是引起肺炎的主要病原体。下呼吸

道抽吸物中冠状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检出率与咽拭子标本

相同，而其他指标在下呼吸道中的检出率均高于咽拭子”“。

提示肺炎病例检测应选择下呼吸道抽提物，以免漏检。在2

种标本中均未检出副流感2型病毒。本研究使用RNA提取试

剂盒，可能对博卡病毒和腺病毒检测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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