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加强体育锻炼(规范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是非常有必要

的)

'3'

!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

M4\RL

参与了心脑血管系统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一项大量病例研究表明
M4\RL

患者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

M4\RL

患者肝脏脂肪变

性程度和该患者心血管系统病变的程度有很强的联系#而且肝

脏高程度的脂肪变性会导致高概率的心血管猝死事件)

M4\RL

对心脑血管疾病预测的准确率远远高于
JE

的其他

综合征)本研究证实有相当一部分
M4\RL

患者都有心脑血

管病史)这些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
M4R\L

是可逆的*

9

+

#本研究针对不同患者采取综

合性的个体化治疗措施收到了满意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对

人群进行宣教#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同时#由于
M4R\L

病情

隐匿#应加强检测#定期体检(这些都对控制
M4R\L

的发生发

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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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产后乳汁中乙肝标志物的分析

陈小波!费倩倩!苏良香"江苏省南通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225##5

#

!!

"摘要#

!

目的
!

为探讨
X]T

携带孕妇在
2N

%

!2

%

!5

周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效果$方法
!

取
2##8

年
8

月至

2#1#

年
8

月在该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并确定在该院产科分娩孕妇!产前乙肝标志物检测结果为大三阳"

X]7

.4

C

%

X]+4

C

和抗
7X]<!

项均为阳性#或小三阳"

X].4

C

%抗
7X]+

和抗
7X]<!

项均为阳性#!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4R/

#小于
9#_

'

R

!无不适感觉!

5#

例
X]T

携带孕妇为研究对象$结果
!

产前进行免疫阻断后的初乳中大三

阳的检出率为
"#W

"

"

'

1#

#!小三阳的检出率为
"#W

"

1#

'

2#

#!

X]T7LM4

的检出率为
2232W

"

2

'

8

#$而产前未进行

免疫阻断后的初乳中大三阳的检出率为
6236W

"

N

'

11

#!小三阳的检出率为
6N38W

"

1"

'

18

#!

X]T7LM4

的检出率为

663NW

"

6

'

8

#$对两组上述
!

项检出率分别进行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X]T

携带孕妇在产前进行被动免疫对抑制
X]T

的复制及提高母乳喂养率是有效的$

"关键词#

!

乙肝病毒&

!

孕妇&

!

乙肝标志物&

!

初乳&

!

免疫球蛋白
!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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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

#67#N!!7#2

!!

我国是乙型肝炎病毒$

X]T

%感染的高发区#

X]T

携带者

高达
1#W

!

1"W

#孕妇与健康人发病率相近#围生期的传播是

X]T

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母乳喂养是婴儿最佳的喂养方

式#母乳成分是婴儿最佳的营养品)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

$

DXV

%大力提倡母乳喂养#并已将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

作为世界儿童保健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已将母乳喂养

作为妇幼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出生后
9

个月婴儿的

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N#W

*

1

+

)对
X]T

携带产妇母乳喂养的安

全性探讨已有研究报道*

27!

+

#所谓
X]T

携带者是指血清学指

标
5

个月以上
X].4

C

阳性#无肝炎的临床和生化表现#即肝功

能正常者#本人感觉无不适)对
X]T

携带孕妇分别在孕
2N

,

!2

,

!5

周肌肉注射高效价的乙肝免疫球蛋白
2##_

$由安徽绿

十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对其所生婴儿采取主动和被动

的联合免疫#在出生后
29%

内$哺乳前%肌肉注射
2##_

的乙

肝免疫球蛋白#并按0

#

,

1

,

5

1方案皮下注射基因重组乙肝疫苗

$由大连汉信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同时检测母乳和婴儿

血中的乙肝血清标志物及
X]T7LM4

#根据检测结果对其指导

进行母乳喂养)对于已发生宫内感染的婴儿无论母乳中是否

有
X]T7LM4

检出#进行母乳喂养的利大于弊*

9

+

)有学者报

道在人类肠黏膜中存在着
X].4

C

的抑制物#能使进入十二指

肠的
X].4

C

失去活性)这一观点也说明了乳汁中单纯
X]7

.4

C

阳性的产妇可以哺乳)要提醒的是在行母乳喂养的过程

中#母亲应防止发生乳腺炎和乳头皲裂#如果一旦发生#血液中

的
X]T

可进入乳汁#当婴儿皮肤,黏膜因损伤,水肿等原因造

成通透性增加时#易进入婴儿的血循环#造成
X]T

的感染*

"

+

)

为探讨
X]T

携带者孕妇在
2N

,

!2

,

!5

周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的效果如何#本研究作了如下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血液来源
!

5#

例
X]T

携带孕妇自
2##8

年
8

月至
2#1#

年
8

月在本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并确定在本院产科分娩

孕妇#产前乙肝标志物检测结果为大三阳$

X].4

C

,

X]+4

C

和

X]<4G!

项均为阳性%或小三阳$

X].4

C

,抗
7X]+

和抗
7X]<!

项均为阳性%#血清谷丙转氨酶$

4R/

%

#

9#_

"

R

#无不适感觉)

年龄
21

!

!5

岁)

$3/

!

乳汁标本来源
!

上述
5#

例在本院产科门诊已建立健康

档案的
X]T

携带产妇分娩后的初乳)其中经产道分娩
!1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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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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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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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腹分娩
28

例)

$3'

!

标本采集
!

孕妇早晨空腹采取静脉血
!'R

及时分离血

清#

e9#g

保存备用)

5#

例乳汁均为产妇分娩后的初乳!用无

菌试管收集乳汁
2'R

#离心后去除上层油脂#

e9#g

保存备

用)

$31

!

试剂和仪器
!

血清及乳汁的乙肝标志物$五项%检测采

用
aRcE4

法#在芬兰雷勃
D+>>.<-*0!

型号的酶标仪上进行

检测#试剂由厦门新创有限公司提供)在深圳达安
4]c6"##

型号的荧光定量
KSI

分析仪上进行
X]T7LM4

检测)试剂

由深圳市达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所有操作严格按试剂使

用说明书及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结果以阳性和阴性为判断标

准)质控品由江苏省临检中心提供)

$32

!

免疫措施
!

对在产前检查中发现为大三阳或小三阳者#

按自愿原则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非免疫组#不准备哺乳%#给

免疫组分别在
2N

,

!2

,

!5

周肌肉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2##_

)

5#

例乙肝携带者中大三阳
21

例#小三阳
!8

例#试验组血清检

测
!#

例中大三阳
1#

例#小三阳
2#

例)

$3)

!

统计学方法
!

对检测结果采用
"

2 检验)

/

!

结
!!

果

5#

例产妇血清和乳汁中乙肝标志物和
X]T7LM4

检出情

况见表
1

)

表
1

!

血清和乳汁中乙肝标志物和
X]TLM4

检出结果%

(

&

组别
血清

大三阳小三阳
X]TLM4

$

h

%

乳汁

大三阳小三阳
X]T7LM4

$

h

%

试验组
1# 2# 8 " 1# 2

对照组
11 18 8 N 1" 6

'

!

讨
!!

论

'3$

!

从上述结果中可见#产前进行免疫阻断后的初乳中大三

阳的检出率为
"#W

$

"

"

1#

%#小三阳的检出率为
"#W

$

1#

"

2#

%#

X]T7LM4

的检出率为
2232W

$

2

"

8

%)而产前未进行免疫阻

断后的初乳中大三阳的检出率为
6236W

$

N

"

11

%#小三阳的检

出率为
6N38W

$

1"

"

18

%#

X]T7LM4

的检出率为
663NW

$

6

"

8

%)

对两组上述
!

项检出率分别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说明
X]T

携带者孕妇在产前进行被动免疫对抑制

X]T

的复制及提高母乳喂养率是有效的)

'3/

!

有研究认为胎儿期接触
X].4

C

可造成对
X]T

的免疫

耐受#而这种耐受可部分逆转*

5

+

)本研究病例中产前多次肌注

乙肝免疫球蛋白#体内多出现保护性抗体#可减少母血中
X]T

的含量#抗
7X].

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使之在宫内获得被

动免疫#减少宫内感染#让部分免疫耐受逆转#对已发生的宫内

感染有一定的效果)同时对所生婴儿采用乙肝免疫球蛋白联

合乙肝疫苗不仅不影响主动免疫的建立#而且还可使其保护性

抗体在体内持续时间更长*

6

+

)

今年国家
9

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规定#不再将乙肝血清标志

物检测列入健康体检的范畴)从优生优育的角度#为降低新生

儿乙型肝炎的感染率#要从孕妇的围生期保健开始#切断母婴

传播途径#减少乙型肝炎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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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两种方法保存
J7X

琼脂的各自优缺点及其适用性$方法
!

将标准质控菌株稀释至
#3"

麦氏比浊标准的菌液接种于购买的
J7X

琼脂平板及经冰冻保存的
J7X

琼脂重融后浇制的平板各
2

只!每只再贴

抗菌药敏纸片丁胺卡那霉素或庆大霉素各
5

片!

!"g

培养
1N%

后!用游标尺量取抑菌环直径并记录$结果
!

用标

准质控菌株鉴定商品化的
J7X

琼脂平板与冰冻保存重融后浇制的
J7X

琼脂平板!质量上无差异!且均符合质量

控制鉴定标准$结论
!

商品化的
J7X

琼脂平板适用于有一定标本量的医院!冰冻保存
J7X

琼脂的方法!其有效

期长!可反复冰冻保存!具灵活性!适用于基层医院!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

J7X

琼脂培养基&

!

冰冻保存&

!

质量控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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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细菌标本量少#配制量不易掌握#易造成浪

费*

172

+

#对此作者研究了冰冻保存
J7X

琼脂的方法)近年来#

已有商品化的
J7X

琼脂平板出售#本科室购买了两组#并应

用标准的质控菌株#将其同本科室自己研究的经冰冻保存的

J7X

琼脂重融后浇制的平板#作了质量比较#现将其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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