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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免疫荧光法应用于小儿上呼吸道感染中对患儿微生物的检查结果，分析患儿的微生物特点，并为临床治疗方式提出

相应的指导。方法：本次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为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9 月，在该时间段内录入我院中收入的呼吸道患儿 90 例患儿作为

实验样本。对所有患儿进行细菌培养并分析其菌株特点以及构成比，探究菌株的耐药性。结果：实验结果中显示 90 例菌株中共有 52（57.78%）

例革兰阴性菌，其中包括 21 例大肠埃希菌，占比最高，为 40.38%。其余 38 例患儿为革兰阳性菌感染，占比为 42.22%，其中以鸟肠球菌和

粪肠球菌为主。结论：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在本院所在区域，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而其中感染病菌主要以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

感染例数较少，在感染时主要以鸟肠球菌和粪肠球菌为主。在实际临床应用时，还需要根据当地的环境以及区域进行抗菌药物合理选择，

这样能够避免二重感染或耐药菌株的产生，对于患儿治疗来说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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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上呼吸道感染是一种临床上十分常见的感染类型，而小儿

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患儿的呼吸道内部遭受细菌入侵

进而表现的炎症反应，患儿在发病后主要以菌尿和脓尿为主。而现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大约有 95%以上的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均是由单

一细菌而引起的，所以在对患儿进行治疗时首先应当对患儿的感染

微生物进行明确，这也是对患儿进行抗生素应用和治疗工作开展的

前提。本次研究探究免疫荧光法应用于小儿上呼吸道感染中对患儿

微生物的检查结果，分析患儿的微生物特点，并为临床治疗方式提

出相应的指导，现将结果、方法报道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为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9 月，在

该时间段内录入我院中收入的呼吸道患儿 90 例患儿作为实验样本。

所有患儿中男女性别比为（49:41=54.44%：45.56%），患儿年龄信

息区间介于 6~12（8.6±1.4）岁，患儿自发病至入院时间为 6-16d。 

将其基本资料对比后未发现明显差异，可以进行对比（P＞

0.05）。 

1.2 方法 

采用负压吸引器，对所有儿童的鼻咽喉部分泌物进行收取，收

取样本量约为 2~3ml，将分泌物移至无菌生理盐水中，对其进行反

复吹打，将其放置于离心管中，对其进行离心处理，转速设置为

500r/min，时间设置为 8min，去除上清液。对所有样本进行处理后，

选择冷丙酮进行固定。 

随后对患儿的各项样本进行荧光染色，在对照拨片样孔中的细

胞中滴入一滴对应的荧光抗体，与 37 摄氏度的保湿盒中培养 0.5h。

采用洗涤液将玻片中的细胞进行多次洗涤后，应用蒸馏水洗涤一分

钟，待蒸馏水风干后，将拨片孔中滴入一滴封闭以后，盖上玻片并

应用荧光显微镜进行观察，明确其中的感染病种类型。 

1.3 评价标准  

对所有微生物检查状况进行记录，并分析微生物的药敏状况。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实验数据选择 SPSS22.0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进行

收集校正。本次研究统计操作由同组检验人员开展，计量资料（年

龄、评分值）选择 T 值进行检验，计数资料（治愈率、有效率、满

意度）选择 X2 值进行检验，以 P＜0.05 作为数据差异界限，说明统

计学差异存在。 

2 结果 
2.1 所有患儿的感染状况记录 

实验结果中显示 90 例菌株中共有 52（57.78%）例革兰阴性菌，

其中包括 21 例大肠埃希菌，占比最高，为 40.38%。其余 38 例患

儿为革兰阳性菌感染，占比为 42.22%，其中以鸟肠球菌和粪肠球

菌为主，详情见表 1。 

表 1 所有患儿的感染状况对比 

感染菌种 分布状况 感染菌种 分布状况 

革兰阴性菌 52（57.78%） 革兰阳性菌 38（42.22%） 

大肠埃希菌 21（40.38%） 鸟肠球菌 11（28.95%） 

肺炎克雷伯菌 8（15.38%） 肺肠球菌 9（23.68%） 

鲍曼不动杆菌 6（11.54%） 屎肠球菌 5（13.16%） 

铜绿假单胞菌 12（23.08%） 牛链球菌 7（18.42%） 

奇异变形杆菌 5（9.62%） 金黄色葡萄球菌 6（15.79%） 

3 讨论 
现代临床研究中认为，在对患儿的小儿上呼吸道感染状况进行

检查时，应当在询问患儿临床症状的同时，对患儿进行泌尿系统微

生物检查，这样能够有助于患儿的菌株感染种类，明确针对不同的

菌株表现，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免疫荧光法检查对于患儿的感染病菌检出率较高，能够有助于

临床医师在短时间内根据患儿的菌株类型和药敏试验，结果对患儿

进行临床治疗方案调整。 

荧光免疫法所应用的事迹为患儿血清和免疫荧光抗体，在这项

实验中要求世纪对关键部分抗体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能够对其进行

有效染色。近年来，人工免疫原的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免疫荧光

法能够在短时间内准确的检验出患儿呼吸道感染的病症类型，具有

极高的可靠性，在实验室内仅仅需要两小时即可检验出患儿的感染

病毒种类，并且这种诊断方式所应用的器械极为廉价，能够适用于

基层医院中，具有较高的可普及性。 

综上所述，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在本院所在区域，主要以革兰阴

性菌为主，而其中感染病菌主要以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感

染例数较少，在感染时主要以鸟肠球菌和粪肠球菌为主。在实际临

床应用时，还需要根据当地的环境以及区域进行抗菌药物合理选

择，这样能够避免二重感染或耐药菌株的产生，对于患儿治疗来说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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