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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栓塞 ! 例! 主要发生于术后 " #$ %"一般腹痛#

发热症状未予特殊处理"$ #& % 后自行消失! ! 例

下肢动静脉栓塞者"" 例经扩血管等保守治疗后好

转"" 例予动静脉切开取栓后治愈! 故术前做好充

分的知情告知! 术后按要求制动"行腹主动脉#髂内

动脉造影时"准确估计子宫动脉管腔大小"从而选择

大小适宜的栓塞剂"避免栓塞剂过小"造成异位栓

塞! 笔者认为随着放射科医师操作技术的娴熟"将

明显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植入性胎

盘是可行的"可有效控制子宫损伤所致的大量阴道

流血"促进残留胎盘绒毛组织的坏死#脱落"降低了

产后出血率"满足了患者保留子宫的愿望"联合清宫

术可缩短
!

'()*转阴性时间"促进月经恢复"从而

缩短疗程"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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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痰液支原体 PRQ联合血清 W8'U=W抗体检测

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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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肺炎痰液支原体PRQ&W8'PRQ'联合血清 W8'U=W抗体检测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

炎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选择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 !"$ 例"分别使用痰液 W8'PRQ法#血清 W8'

U=W抗体法进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及检测方法联合使用的诊断价值! 结果+!"$ 例疑似肺炎支原体&W8'感

染患儿中"共确诊W8感染患儿 ".. 例&50[1/\')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特异度#灵敏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

值均优于单独一种方法检测&!].[./')痰液W8'PRQ检测准确率优于血清W8'U=W抗体检测准确率"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结论+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使用痰液 W8'PRQ法联合血清 W8'

U=W抗体法进行检测"能明显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更利于临床用药指导!

++"关键词#+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痰液W8'PRQ法)+血清W8'U=W抗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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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W8'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中非

常常见"近年来"其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其主要由呼

吸道飞沫传播"常引起肺炎支原体肺炎&W88'"也

会导致其他肺外并发症"严重影响患儿的健康与发

育$"%

! 但W88缺乏明显的症状特征"很难与其他细

菌#病毒感染区分开来! 因此为提高诊断准确率"选

择耗时短#特异性高的检测指标非常重要$!%

! 目前

临床上主要使用肺炎痰液支原体 PRQ&W8'PRQ'#

血清 W8'U=W抗体两项指标"本研究分别用两种检

测方法对病例进行检测"对比分析两种方法及联合

检测用于W8诊断的价值! 现报道如下!

B<资料与方法

BCB<一般资料<选取 !."5'.5 #!."0'.$ 在我院收

治的疑似 W8感染患儿 !"$ 例"临床主要表现为发

热#头痛#关节疼#咳嗽#乏力等!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 #"" 岁"平均&0["$ d.[1!'岁)

病程 $ #"$&/[&4 d"[01' %! 所有患儿家属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BCD<方法<患儿未用药前&一般在入院当日或次

日'"收集&用无菌一次性吸痰管'患儿咽喉部下的

呼吸道分泌物"并密封后送检! 采用 Ne'8)V法进

行痰液 W8'PRQ检测"仪器是 >I=F@HGHB?C荧光定量

8)V仪"试剂提供者为中山大学达安基因有限公

司! 在入院后第 ! 天"抽取患儿静脉血 ! #$ KB&清

晨空腹静脉血'"检测W8'U=W抗体)入院后的第 & #

". 天"进行第二次患儿静脉血抽取&抽取时间及数

量同第一次'及血清 W8'U=W抗体检测! 血清 W8'

U=W抗体检测使用被动凝集法"试剂盒为赛乐迪亚'

麦客
"

"由日本富士必欧株式会社生产! 所有结果

判定及操作要严格根据说明书进行! 阳性标志(

W8'U=W抗体效价
!

"f4.!

BCE<诊断标准<W8感染金标准为双份血清抗体

滴度 5̂ 倍的增长! 并根据第 & 版+实用儿科学,里

面的W88诊断标准"结合临床症状及胸片等进行确

诊! 血清W8'U=W抗体检测和痰液 W8'PRQ检测有

一项阳性均为联合检测阳性!

BCF<统计学方法<应用 O8OO"1[.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结果

DCB<检测诊断结果<!"$ 例疑似 W8感染患儿中"

共确诊W8感染患儿 ".. 例&50[1/\'! 其中男 0&

例&0&[..\'"女 $$ 例&$$[..\')病程
"

0 % 者 5"

例&5"[..\'"病程
!

& %者 /1 例&/1[..\'!

DCD<三种检测方法的 W8检测结果比较+两种方

法联合检测特异度#灵敏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

值均优于单独一种方法检测"经
!

! 检验"!均 ]

.[./)痰液 W8'PRQ检测准确率优于血清 W8'U=W

抗体检测准确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表 "+!"$ 例疑似病例中W8检测结果分析!+"

金标准
痰液W8'PRQ 血清W8'U=W抗体 两种联合检测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4 5! $" 01 4& "$ "..

阴性 ". ".$ "" ".! 0 ".& ""$

合计 04 "5/ 5!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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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种检测方法用于W8患儿诊断中的诊断学评价!\"

+检测方法 特异度 灵敏度 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 准确率

痰液W8'PRQ 1"["/&".$_""$' /4[..&/4_"..' &"[.$&".$_"5/' 4/[!1&/4_04' &/[/1&"0"_!"$'

血清W8'U=W 1.[!&&".!_""$' $"[..&$"_"..' /1[0/&".!_"&"' &$[4"&$"_5!' 0![55&"$$_!"$'

联合检测 15[01&".&_""$' 4&[..&4&_"..' 1&[!&&".&_"".' 1$[//&4&_1$' 1"[.4&"15_!"$'

E<讨论

ECB<诊断W8感染的方法临床上有多种"如酶联免

疫吸附法&Y>UOQ'和传统 W8分离培养法等"但传

统W8分离培养法阳性率低"耗时长"对早期诊断意

义不佳)Y>UOQ法对W8感染的检测灵敏度高"但假

阳性较高"特异度差"会造成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

因此这两种方法在临床使用均受到限制!

ECD<临床研究$$"5%证实"机体被病原体感染后"最

早在血液中出现的抗体为U=W"且在发病的 & %左右

可被检测出阳性! 由此"U=W也就成为诊断 W8感

染的血清学指标之一! 在本研究中"采用被动凝集

法&W8细胞膜致敏粒子与 W8抗体能特异性结合'

诊断是否有W8感染! 但U=W半衰期较短&大约 / %'"

并且其受患儿病程#年龄#免疫状态的影响"也有些

再次感染#轻度早期感染患儿体内不产生 W8'U=W"

致使单独检测 W8'U=W诊断准确性并不高"本研究

中W8'U=W检测准确率只有 0![55\! 由此说明"不

能单独用W8'U=W检测来定性W8感染!

ECE<采用 Ne'8)V法进行痰液 W8'PRQ检测诊断

W8感染为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方法"其主要能够

直接测出患儿W8核酸水平"耗时短&约 ! #$ F'"且

特异度和敏感度均相对较高"且不存在交叉反应"不

受病程的影响"因此现已在 W8感染的早期诊断中

广泛应用$/"0%

! 但痰液 W8'PRQ检测时"患儿并不

一定均能从气道深部咳出痰液"致使有些患儿漏诊"

造成临床使用的局限性$&"4%

! 本研究显示"痰液W8'

PRQ检测法准确率为 &/[/1\! 由此看来"使用单

一检测方法诊断早期 W8感染均有一定的不足"两

种方法联合检测能取长补短"增加特异度及敏感度"

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 本研究显示"联合检测使准

确率达 1"[.4\"可见联合检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单独用痰液 W8'PRQ检测法和单用

W8'U=W检测法均有一定局限性"使用两种方法联合

检测能提高小儿W88早期诊断的准确率"能有效地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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