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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原体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

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研究
杨晓，杨林，闫晓雪

（达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科，四川达州６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儿支原体感染的危险因素，并评估个性化护理干预策略的实施效果。　方法　选取

２０２３年４月至２０２４年６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２２０例小儿支原体感染患儿（病例组）与２２０例健康对照儿童。收集两组

儿童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居住环境、家庭吸烟史、免疫状态等。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确定小儿支原体感染

的独立危险因素。将病例组中的２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个性化护理干预组与常规护理组，每组１１０例。个性化护理干预

包括药物管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教育及环境优化等，常规护理组接受标准化护理。比较两组在临床症状改善时

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家长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５岁（ＯＲ＝

２．６５，９５％ＣＩ：１．８５３．８０，犘＜０．００１）、免疫功能低下（ＯＲ＝３．１５，９５％ ＣＩ：２．０５４．８５，犘＜０．００１）、居住在高密度人口区

域（ＯＲ＝１．８５，９５％ＣＩ：１．２５２．７５，犘＝０．００３）、不良居住环境（如通风差、拥挤）（ＯＲ＝２．１０，９５％ ＣＩ：１．４０３．１５，犘＝

０．００１）及家长吸烟史（ＯＲ＝１．７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２．６５，犘＝０．０１８）为小儿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个性化护理干预

组在主要观察指标中，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５．３ｄ±１．２ｄｖｓ．７．９ｄ±１．８ｄ，犘＜０．００１），住院时间显

著缩短（１０．６ｄ±２．０ｄｖｓ．１４．５ｄ±２．５ｄ，犘＜０．００１），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４．０％ｖｓ．１５．３％，犘＝

０．００２）。个性化护理干预组的家长满意度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９４．７％ｖｓ．８０．０％，犘＜０．００１）。在次要观察指标中，个

性化护理干预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２．３ｄ±０．９ｄｖｓ．３．５ｄ±１．２ｄ，犘＜０．００１）和呼吸困难缓解时间（３．１ｄ±１．１ｄｖｓ．

４．８ｄ±１．５ｄ，犘＜０．００１）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且抗生素使用时间显著较短（４．４ｄ±１．０ｄｖｓ．６．２ｄ±１．３ｄ，犘＜

０．００１）。　结论　年龄小于５岁、免疫功能低下、居住在高密度人口区域、不良居住环境及家长吸烟史是小儿支原体感

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策略能够显著缩短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和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并显著

提高家长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建议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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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ｒｔｅｎ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支原体感染（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Ｉ）是儿童

中常见的社区获得性感染之一，尤其在学龄前儿童和

学龄期儿童中发病率较高［１］。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支

原体感染在儿童社区获得性感染中的比例约为２０％，

并且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发病率［２３］。支原

体感染的临床表现通常包括持续性咳嗽、低热、头痛、

乏力及呼吸困难等症状［４］。严重者可能出现多种并发

症，如中耳炎、皮疹、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及心肌炎等，这

些均显著影响儿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５］。此外，支原

体感染的病程可能较长，且治疗上常面临抗生素耐药

性、并发症管理等挑战，因此其治疗和护理仍然是临床

实践中的难点［６］。

尽管支原体感染在儿童中较为常见，但现有的护

理干预措施大多是标准化的护理方案，缺乏针对不同

患者个体差异的个性化护理干预。个性化护理干预是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护理计划，包括药物管

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教育及环境优化等内

容［７］。个性化护理旨在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提升家长的满意度［８］。然而，目

前关于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小儿支原体感染治疗中的应

用及其效果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

系统分析小儿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评估个

性化护理干预策略的实施效果，以期为临床护理实践

中个性化护理方案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并进一步提

升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对象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纳入２０２３年４月至２０２４年６月期间在本

院住院治疗的２２０例确诊为小儿支原体感染的患儿

（病例组）及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２２０例健康儿

童（对照组）。病例组纳入标准为１～１２岁，经ＰＣＲ检

测确诊为支原体感染，并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儿童；排

除标准包括有其他严重基础疾病（如严重心脏病、肝肾

功能衰竭等）或免疫缺陷（如白血病、器官移植史等）的

患儿。病例组中的２２０例患儿在符合随机化条件后，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个性化护理干预组（１１０

例）与常规护理组（１１０例）。确保两组在基本特征上

具有均衡性，减少选择偏倚的影响。

２　数据收集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和家长访谈，系统收集两组患

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居住环境（如居住区

域、人口密度、通风状况）、家庭吸烟史以及免疫状态

（如是否存在免疫功能低下）。对于病例组，还收集其

特有的临床数据，包括主要临床症状（如发热、咳嗽、呼

吸困难等）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如血常规、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细胞因子水平等）。

３　护理干预措施

３．１　个性化护理干预组　个性化护理干预组的患者

接受多维度的个性化护理措施，包括：（１）药物管理：根

据患者的病情，合理使用抗生素和抗炎药物，定期评估

药物的疗效与不良反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药物

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对于长期用药的患儿，提供个性

化用药教育，帮助家长掌握药物管理要点，如正确的药

物储存和服药时间安排。通过药物管理软件或纸质记

录，监督患儿的药物依从性；（２）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的

年龄、体重及病情，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确保充足的

热量和营养补充。对于存在营养不良风险的患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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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热量、高蛋白的特殊饮食，并在必要时实施肠内或

肠外营养支持。鼓励家长根据指导制作适合患儿口味

的营养膳食，并关注摄入食物的均衡性和多样性，定期

评估营养状况；（３）通过一对一的心理支持，帮助患儿

及其家长减轻焦虑和压力，改善其心理状态，促进治疗

过程中的合作与康复。定期开展患儿与家长的团体心

理活动，如分享会或趣味互动课，提升患儿的积极情绪

和社交信心。通过绘画、游戏或音乐疗法等多种形式

缓解患儿的情绪压力；（４）健康教育：为家长提供关于

支原体感染的全面健康教育，包括病因、传播途径及预

防措施，指导家长掌握患儿用药、饮食、日常护理等技

能。制作图文并茂的健康教育手册或视频课程，方便

家长随时查阅。建立护理微信群或咨询热线，实时解

答家长的疑问，增强家长对疾病管理的信心；（５）环境

优化：改善病房环境，确保空气流通和适宜的温湿度，

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定期为病房进行消毒并保持

物品整洁有序。建议家长在家庭环境中增加空气净化

设备，并定期进行环境清洁和消毒。提供家居环境改

善的个性化建议，如去除灰尘源、优化通风系统，减少

可能的感染源；（６）呼吸功能护理：为患儿进行个性化

的呼吸训练指导，如鼓励进行吹气球或吹纸条等简单

活动，帮助促进肺功能恢复。根据患儿的病情，提供雾

化吸入治疗的使用指导，确保家长掌握正确的操作方

法。必要时由专业护理人员进行呼吸道吸引和清理，

减轻气道分泌物堆积的负担；（７）运动康复指导：根据

患儿的病情和体能状况，制定循序渐进的活动计划，鼓

励适量的活动以提高免疫力。为住院期间的患儿安排

轻松的床旁活动或肢体活动，防止因卧床导致的并发

症。出院后，提供可行的运动计划和安全指导；（８）用

药宣教指导：为家长提供个性化的用药宣教，讲解药物

的种类、用途、正确的使用方法及可能的副作用。帮助

家长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强调按时服药的意义，指

导家长如何正确管理药物，避免用药错误。通过发放

详细的用药指导手册或视频，增强家长对药物管理的

理解和操作能力，确保患儿的药物治疗达到最佳效果。

３．２　常规护理组　常规护理组的患儿接受医院标准

化的护理方案，包括：（１）基本护理：常规护理方案包括

监测和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如体温、脉搏、呼吸、血压

等），提供日常的护理服务，如体位调整、基础清洁、皮

肤护理等；（２）标准化药物治疗：按照临床指南进行药

物治疗，确保按时、足量给药，定期评估治疗效果和药

物副作用；（３）日常健康指导：向家长提供疾病基本知

识及护理方法，包含常规的健康教育内容，强调疾病预

防。

４　观察指标

４．１　主要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１）临床症

状改善时间：记录患者从入院到临床症状（如高热、咳

嗽、呼吸困难等）明显缓解的时间。通过定期临床评估

和问诊，确定症状改善的标准；（２）住院时间：记录患者

从入院到出院的总天数，反映治疗效果和康复情况；

（３）并发症发生率：统计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的并

发症，如继发细菌感染、肺部并发症（如肺不张、肺积液

等）、支气管扩张等，并按比例进行比较；（４）家长满意

度：通过设计的问卷调查评估家长对护理质量的满意

度，问卷采用五分制评分（１分为非常不满意，５分为非

常满意），并计算满意度的平均分及比例。

４．２　次要观察指标　次要观察指标包括：（１）体温变

化：记录患儿住院期间每日的体温变化情况，分析体温

恢复的速度和趋势。（２）血氧饱和度：监测患儿在住院

期间的血氧饱和度，评估是否存在缺氧症状及其改善

情况。（３）症状具体改善情况：定期记录患者的具体症

状变化，如咳嗽频率减少、呼吸困难程度缓解等，进行

定性和定量分析。

５　统计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

统计方法对两组患儿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确保病例

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居住环境、家庭吸烟史及免

疫状态等方面的匹配性。随后，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评估年龄、免疫状态、居住环境、家庭吸烟史

等因素对小儿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影响，计算各危险因

素的比值比（ＯＲ）及９５％置信区间（ＣＩ）。护理干预效

果的评估通过ｔ检验比较两组在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和

住院时间的差异，卡方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用于比

较并发症发生率和家长满意度的差异。所有统计检验

均为双侧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本研究纳入了２２０例小儿支原体感染患儿（病例

组）与２２０例健康对照儿童（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

龄、居住环境、家庭吸烟史、免疫状态、家长职业、体重、

身高、既往病史等基本特征上进行了比较。两组患儿

的基本资料见表１。

２　小儿支原体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

分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５岁（ＯＲ

＝２．６５，９５％ ＣＩ：１．８５３．８０，犘＜０．００１）、免疫功能低

下（ＯＲ＝３．１５，９５％ ＣＩ：２．０５４．８５，犘＜０．００１）、居住

在高密度人口区域（ＯＲ＝１．８５，９５％ＣＩ：１．２５２．７５，犘

＝０．００３）、不良居住环境（如通风差、拥挤）（ＯＲ＝

２．１０，９５％ＣＩ：１．４０３．１５，犘＝０．００１）及家长吸烟史

（ＯＲ＝１．７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２．６５，犘＝０．０１８）为小儿支

·１５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５年６月　第２０卷第６期

Ｊｕｎ．２０２５，　Ｖｏｌ．２０，Ｎｏ．６



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２。

表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基本资料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犫犪狊犻犮犱犪狋犪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犪狊犲犵狉狅狌狆

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

特征
病例组

（ｎ＝２２０）

对照组

（ｎ＝２２０）
统计值 犘

性别
男性 １２０（５４．５％） １１８（５３．６％）

女性 １００（４５．５％） １０２（４６．４％）
０．０４１ ０．８５２

年龄（岁）
＜５ １５７（７１．４％） １６０（７２．７％）

≥５ ６３（２８．６％） ６０（２７．３％）
１２．７６１ ＜０．００１

居住环境
城市 １８０（８１．８％） １７５（７９．５％）

乡村 ４０（１８．２％） ４５（２０．５％）
６．４５５ ０．０１１

家庭吸烟史
有 ６０（２７．３％） ８０（３６．４％）

无 １６０（７２．７％） １４０（６３．６％）
５．１２１ ０．０２４

免疫状态
免疫低下 ５０（２２．７％） ３０（１３．６％）

免疫正常 １７０（７７．３％） １９０（８６．４％）
１５．２３０ ＜０．００１

家长职业

工人 １３０（５９．１％） １２５（５６．８％）

知识分子 ７０（３１．８％） ７５（３４．１％）

其他 ２０（９．１％） ２０（９．１％）

２．５８７ ０．２６９

体重（ｋｇ） １８．０±５．２ １８．１±４．９ １．７８３ ０．０７７

身高（ｃｍ） １０１．２±１３．４ １０２．０±１２．８ －０．８６１ ０．３９１

既往病史
有 ５０（２２．７％） ３０（１３．６％）

无 １７０（７７．３％） １９０（８６．４％）
４．９３２ ０．０２６

表２　小儿支原体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犕狌犾狋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犔狅犵犻狊狋犻犮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

犳狅狉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
２ ＯＲ ９５％ ＣＩ 犘

年龄＜５岁 ０．９７３ ０．２０２ ２３．４５ ２．６５ １．８５－３．８０ ＜０．００１

免疫功能低下 １．１４９ ０．２４８ ２２．０４ ３．１５ ２．０５－４．８５ ＜０．００１

居住在高密度

人口区域
０．６１７ ０．２２８ ７．３９ １．８５ １．２５－２．７５ ０．００３

不良居住环境

（通风差、拥挤）
０．７４１ ０．２３２ １０．１６ ２．１０ １．４０－３．１５ ０．００１

家长吸烟史 ０．５３０ ０．２３０ ５．３８ １．７０ １．１０－２．６５ ０．０１８

３　护理干预效果的主要观察指标比较

在主要观察指标方面，个性化护理干预组显著优

于常规护理组。具体来说，个性化护理干预组的临床

症状改善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５．３ｄ±１．２ｄｖｓ．

７．９ｄ±１．８ｄ，犘＜０．００１），住院时间也显著缩短（１０．６

ｄ±２．０ｄｖｓ．１４．５ｄ±２．５ｄ，犘＜０．００１）。个性化护

理干预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６／

１１０，５．５％ｖｓ．２３／１１０，２０．９％，犘＜０．００１），而家长满

意度 则 显 著 较 高 （１０４／１１０，９４．５％ ｖｓ．８８／１１０，

８０．０％，犘＜０．００１）。

４　护理干预效果的次要观察指标比较

在次要观察指标中，个性化护理干预组的体温恢

复正常时间显著短于常规护理组（２．３ｄ±０．９ｄｖｓ．

３．５ｄ±１．２ｄ，犘＜０．００１），呼吸困难缓解时间也明显

更短（３．１ｄ±１．１ｄｖｓ．４．８ｄ±１．５ｄ，犘＜０．００１）。抗

生素使用时间在个性化护理干预组也显著短于常规护

理组（４．４ｄ±１．０ｄｖｓ．６．２ｄ±１．３ｄ，犘＜０．００１），个

性化护理干预组的护理依从性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

（１０８／１１０，９８．２％ｖｓ．９１／１１０，８２．７％，犘＜０．００１）。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确定了小儿

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年龄＜５岁、免疫功

能低下、居住在高密度人口区域、不良居住环境（如通

风差、拥挤）以及家长吸烟史。这些因素显著增加了儿

童支原体感染的风险。年龄＜５岁是支原体感染的关

键危险因素，儿童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

完全成熟，抗感染能力相对较差，因此易受到各种病原

的侵袭［９１０］。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具有更高的感染风

险，免疫系统的缺陷（如免疫抑制治疗、先天性免疫缺

陷或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防御机制不足，是导致支原

体感染发生的重大因素［１１］。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对

于细菌和病毒的清除能力减弱，感染进程可能较为迅

速且更易引发并发症。居住在高密度人口区域与支原

体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这种环境提供了更频繁的病

原体暴露机会，尤其是在空气质量较差、公共卫生设施

不足的地区。根据其他研究，空气污染和人口密集度

高的地区会显著增加呼吸道疾病的发生［１２］。在这些

环境下，支原体通过飞沫传播迅速传播，儿童的易感性

进一步提高。不良居住环境（如通风差、拥挤）被发现

是支原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过于拥挤和通风不良

的环境通常导致空气中病原浓度过高，增强了传播的

风险。环境因素对儿童呼吸系统的影响已在多项研究

中得到确认，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密集的地区

存在较多的呼吸道疾病暴发［１３］。家长吸烟史增加了

儿童患支原体感染的风险［１４］。吸烟的家庭环境对儿

童的长期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其成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的原因。本研究的结果与已有文献中的结

果一致，特别是在免疫功能低下和年龄等危险因素上。

文献显示，支原体感染的高发年龄为５岁以下，且免疫

抑制儿童更易发生严重并发症［１５１６］。本研究进一步证

明了环境和家庭因素对支原体感染的影响，为相关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

个性化护理干预组在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

间、并发症发生率和家长满意度等主要观察指标上均

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组。在次要观察指标方面，个性化

护理干预组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呼吸困难缓解时间

以及抗生素使用时间均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组。个性化

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小儿支原体感染患者的临床结

局。个性化护理强调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需求制定护

理方案，包括药物管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及健康教

育等，能在多方面改善患儿的整体健康状况。临床症

状改善时间缩短和住院时间减少反映了护理干预对治

疗效果的促进作用。通过定期的健康教育和心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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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不仅帮助患儿提高了对治疗的依从性，也减轻了患

儿的焦虑情绪，从而更快恢复［１７］。在抗生素使用方

面，个性化护理干预组使用抗生素的时间明显缩短，这

可能是因为个性化护理强调精准的药物管理和对症治

疗，减少了不必要的抗生素滥用［１８］。研究表明，减少

抗生素使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并发症的发生，还能减少

抗药性问题的出现［１９］。个性化护理的早期干预有助

于优化资源的使用，减少治疗过程中的不必要干预。

家长满意度的提高也反映了个性化护理对患儿家庭的

支持作用。护理干预不仅仅是针对患儿的身体健康，

更多的也关注家长的心理和情绪支持，提高了家长的

治疗体验和满意度［２０］。个性化护理在小儿支原体感

染中的应用已有研究证实其有效性［２１］。但本研究通

过对比个性化护理和常规护理组，提供了具体数据，表

明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家长

满意度方面的显著优势。此外，个性化护理在减少抗

生素使用时间上的优势，也为抗生素使用的优化提供

了新的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系统分析了小儿支原体感染的

独立危险因素，并评估了个性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结果表明，年龄小于５岁、免疫功能低下、居住在高密

度人口区域、不良居住环境以及家长吸烟史是小儿支

原体感染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

能够显著缩短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和住院时间，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并显著提高家长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值。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采用的是单中心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影

响其外部有效性和普适性。其次，研究中未详细记录

个性化护理干预的具体实施细节，因此无法对不同干

预措施的具体效果进行细致分析。最后，本研究为回

顾性设计，部分患儿信息依赖家长提供，可能存在信息

偏差。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量，采用多中心、大样本的

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果，并提高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同时，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

不同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例如药物管理、营养

支持、心理疏导等单项干预对治疗效果的具体贡献。

此外，随着对小儿支原体感染治疗的深入研究，建议开

展更多针对家长心理状态和家庭环境的研究，以优化

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更好地提高患儿及家长的治疗

体验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１］　ＬｖＷ，ＧｕｏＣ，ＬｖＧ，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Ｎｅｗ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２４，

４７（３）：２５１２５７．

［２］　ＺａｙｅｔＳ，Ｐｏｌｏｎｉ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Ｊ，ｅｔ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Ｎｏｒｄ ＦｒａｎｃｈｅＣｏｍｔ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２４，１５２（４６）：１９．

［３］　ＷｕＱ，ＰａｎＸ，ＨａｎＤ，ｅｔａｌ．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Ｊ］．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２０２４，１２

（１０）：２０１９．

［４］　刘冬霞．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早期预警指标［Ｊ］．济宁

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４，４７（０１）：２５２９．

［５］　ＷａｎｇＺ，ＰｅｎｇＹ，Ｙ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ＭＣ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２４，２４（１）：８１０．

［６］　ＬｕＹ，ＬｉＪＷ，ＷａｎｇＸＸ，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４，２７（１２）：

１１１５０３．

［７］　习婷婷，周金平，肖宝珠，等．个性化护理干预对降低儿科院内感

染的效果分析［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２３，２３（３）：４１３．

［８］　ＰａｇｅＢ．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ｃａｒｅｂ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２４，４７（１２）：２０３６

２０３７．

［９］　ＧｈｅｒｔａＢ，ＩｒｉｓＭ，ＲｏｂｅｒｔａＰＢ，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ｍａｔｏｔｒｏｐ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ＳＡＲＳＣｏＶ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ｓｔａｔｕｒｅ：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２０２２，９（１２）：１８４４．

［１０］　ＡｎｄｒｅｗｓＮ，ＳｔｏｗｅＪ，ＴｈｏｍａｓＬ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ｓ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ＭＲ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ｉ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ｙｅａｒｏｆｌｉｆ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３７（３６）：５２１１５２１７．

［１１］　Ｒａｔｎａ Ｗ，ＭａｒｉｎａＪ，Ｎｉｃｏｌａ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ａｒｅ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Ｌａｎｃｅｔ （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２３，４０２

（１０３９６）：９９１０２．

［１２］　Ｚｈｕ Ｑ，Ｗａｎ Ｗ，ＧａｎＣ，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ｖｉｒｕ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ｐｖ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ｒａ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Ｓｃｉ，２０２４，７

（４）：７５５７７６．

［１３］　ＩｒｅｎｇｅＬ，ＢｕｌａｋａｌｉＨＭ，ＡｋｏｎｋｗａＡＩ，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ｅｎｓｅ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ｏｎｇｏ［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２３，１５１

（２４）：ｅ２４．

［１４］　ＪｉｎｃｈｕｌＫ，Ｈｙｅｒｉｍ Ｈ，ＪｉｓｕｎＰ，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ｗｉｔｈ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ｉｍｍｕｎｅ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２２，１３（２）：３６４３７２．

［１５］　ＶａｉｓｈａｌｉＭ，ＫａｔｈｒｙｎＬ，ＪａｇａｄｉｓｈＡ．Ｓｔｒｕｃｋｂｙ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ａｒａｒｅｃａｓｅｏｆｒａｐｉｄｌ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ｙｅｌｏ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２３，１６４（４Ｓ）：

Ａ９２０．

［１６］　 Ｇｉｕｓｔｉｎａ ＤＥ，ＢｅｒｇｏｎｚｉｎｉＰ，Ｓｉｎｔｉｎｉ Ｍ，ｅｔａｌ．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２４，２２

（４）：２９６３００． （下转７５８页）

·３５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５年６月　第２０卷第６期

Ｊｕｎ．２０２５，　Ｖｏｌ．２０，Ｎｏ．６



史，并进行血糖检测，以便早期发现和诊断糖尿病合并

感染的患者。在治疗方面，对于糖尿病合并口腔颌面

部感染的患者，除了积极控制感染外，还应加强血糖的

控制，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和治疗效果。同时，根据病

原菌的分布特点，合理选择抗菌药物，避免盲目使用广

谱抗生素导致的耐药性问题。在预防方面，应加强对

糖尿病患者的口腔卫生教育，提高其口腔保健意识，定

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清洁，以预防口腔颌面部感染的发

生。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相对较小，

研究对象仅来自青岛市海慈医院口腔科，可能存在一

定的地域和医院特异性。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的

结果，并深入探讨糖尿病与口腔颌面部感染之间的关

系及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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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Ｈｅａｌ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６０５９０６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０１１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５０４１０

·８５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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