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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小儿感染性腹泻的临床与病原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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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感染性腹泻患儿的发病情况及病原分布%探讨引起儿童感染性腹泻的常见病原体%为临床

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

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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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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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感染性腹泻患儿的临床及病

原学资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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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发病率最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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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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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培养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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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病原菌构成

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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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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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杆菌
!&-+&/

#

!*

.

%%*

$和肠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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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

毒检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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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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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感染性腹泻以轮状病毒为主要病原%学龄前期儿童以大肠埃希菌和痢疾杆菌

为主要病原&结论
!

儿童感染性腹泻发病以婴幼儿多见%季节以夏秋季为主%病原复杂多样%临床诊治过程中应重

视病原学诊断%以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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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感染性腹泻发病率高%病原谱广%临床表现

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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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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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儿科收治感

染性腹泻患儿
('*

例%均详细收集临床资料并进行病

原体培养+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现总结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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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性
!'&

例%

女性
!")

例(年龄
%"8

"

%(

岁%按
%"8

"

&

岁+

"

'

岁+

"

%(

岁分为
&

组(季节分布按每年第
%!

月至

次年
!

月为冬季%第
&

1

)

月为春季%第
'

1

*

月为夏

季%第
#

1

%%

月为秋季&

%-!

!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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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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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便性状发生改变%呈稀便+水样便+黏液

或脓血便%大便次数比平时增多为诊断标准(病程在

&

周以内者为急性腹泻%病程在
!

个月以上者为慢

性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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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血清检测
!

对全部患儿均每日观察并记

录大便性状及次数&用无菌方法取新鲜大便送细菌

培养及药敏试验+轮状病毒检测(同时%另取一份新

鲜大便作常规检查%观察是否有红细胞+白细胞+脓

球+真菌+寄生虫等存在&轮状病毒检测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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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深圳市博卡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生产的轮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患儿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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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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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入院后均予补液%积极纠正水+电

解质平衡紊乱以及支持对症治疗%应用肠黏膜保护

剂及微生态疗法&对大便培养出致病菌%经上述治

疗无效者%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加用抗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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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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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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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统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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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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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患儿的发病年龄及季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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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培养及轮状病毒检测
!

('*

例患儿大便

培养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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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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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是大

肠埃希菌+痢疾杆菌和肠球菌属%构成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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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检测阳性

(+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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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以轮状病毒为主要病原%

学龄前期儿童以大肠埃希菌和痢疾杆菌为主要病

原&不同病原体所致感染性腹泻患儿的年龄及季节

分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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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原体致感染性腹泻患儿的年龄及季节分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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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儿童感染性腹泻临床很常见%发病率仅次于上

呼吸道感染%居第
!

位&近年来文献报道北方病原

以志贺菌属为主%南方以大肠埃希菌为主!

!$&

"

&儿

童感染性腹泻是一组由多病原体+多因素引起的疾

病%尤以婴幼儿期多见%本组病例中婴幼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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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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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腹泻的发病与季节有

关&本组患儿以夏秋季发病居多%原因可能与夏秋

季天气炎热%各种食品易受细菌污染有关%而冬春季

正是轮状病毒及其他病毒所致腹泻的高发季节&本

组资料显示%儿童感染性腹泻的发病季节与年龄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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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儿以夏秋季为主%前者与冬春季为各

种病毒尤其是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而婴幼儿

免疫功能发育不够完善%易受病毒感染有关(后者与

夏秋季气温高%食品易被肠道致病菌污染%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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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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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儿童喜冷饮+凉菜及瓜果等食物有

关&

本组病例中查出明确病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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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轮状病毒+大肠埃希菌+痢疾杆菌为主要病原%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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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期以轮状病毒+大肠埃希菌为主要

病原%学龄前期和学龄期以大肠埃希菌+痢疾杆菌为

主要病原&

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导致细菌

耐药株增多及肠道菌群失衡%给感染性腹泻的治疗

带来困难&笔者在临床观察到真菌性肠炎+金黄色

葡萄球菌肠炎+肺炎克雷伯菌肠炎病例增多%本组占

%%-"!/

&抗菌药物的滥用导致正常肠道菌群减少%

真菌和条件致病菌增多而发病&因此%对于儿童腹

泻的治疗%抗菌药物的应用宜慎重%以免加重肠道菌

群失调%导致二重感染%使腹泻迁延不愈&对于不同

类型的腹泻病%除大便常规检查和大便培养及药敏

试验外%有必要进行其他病原学检测%如大便轮状病

毒的检测等%以便综合分析&虽然临床病原菌培养

所需时间较长%阳性率不高%但临床医生仍应根据临

床特点及简单的辅助检查来作出判断%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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