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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永州地区孕产妇血清传染性标志物感染情况及发展趋势$方法
!

对永州市中心医院妇产

科住院的孕产妇进行血清传染性标志物乙型肝炎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O'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

体"抗
+%P'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9V

#进行检测!及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的检测$结果
!

..Q,

例孕产妇血清传染

性标志物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抗
+%O'

'抗
+%P'

'抗
+9V

的阳性率分别为
"#-$,X

'

#-#!X

'

#-##X

'

#-!QX

!

..Q,

例孕产妇的
%&'

标志物模式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

"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抗
+%&D

#"

\

#!

%&()

*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抗
+%&?

#"

\

#'抗
+%&D

"

\

#的比例

分别为
.-8QX

'

.-,"X

$结论
!

孕产妇血清传染性标志物检测!对预防医院感染!预防血液传播性疾病!控制母婴

传播!规范医疗行为!降低手术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并建议孕龄妇女在孕前'孕期'产前进行
%&'

'抗
+%O'

'抗
+

%P'

'抗
+9V

的检测!就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有利于优生优育$

"关键词#

!

孕产妇%

!

传染性标志物%

!

乙型肝炎病毒两对半%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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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

抗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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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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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永州地区孕产妇传染性标志物感染情况及发展趋

势#作者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住院的孕产妇血

液传染性标志物乙型肝炎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

%O'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P'

%,梅毒螺旋体抗体

$抗
+9V

%的检测结果及其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乙

型肝 炎 病 毒 表 面 抗 体 $抗
+%&(

%,乙 型 肝 炎 病 毒
?

抗 原

$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

抗体$抗
+%&D

%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孕产妇

..Q,

人#年龄
"Q

#

!2

岁+

$-/

!

试剂与仪器
!

%&'

标志物试剂为珠海丽珠产品#抗
+

%O'

,抗
+9V

为厦门新创产品#抗
+%P'

有两种试剂#分别为厦

门新创和上海科华产品#试剂均为
VV

检验合格+仪器为

USK83#.

型酶标仪$北京普朗产品%#

ŜK8.##

型洗板机$北

京普朗产品%+

$-'

!

方法
!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

,抗
+%O'

,抗
+

%P'

,抗
+9V

检测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1PI)

%#抗
+9V

先

用
Y1PI)

检测#阳性者再用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梅毒螺旋体血球

凝集试验$

9V%)

%明胶凝集法确认#抗
+%P'

初筛阳性按照初筛

阳性标本流程用两种不同厂家试剂复检#仍阳性者送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做免疫印迹确认试验+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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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产妇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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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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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产妇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检测项目 阳性 阳性率$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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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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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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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产妇
%&'

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模式
)

阳性率$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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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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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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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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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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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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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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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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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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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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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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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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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血清传染性标志物
%&'

,抗
+%O'

,抗
+%P'

,抗
+

9V

的检测已广泛用于输血前和术前检查#对控制医院内感染

和防范医疗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显示#对孕产妇围

生期做以上
!

项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很重要+产前的宫内

感染,产时产道感染和产后的母乳喂养及母婴之间密切接触都

可能感染以上
!

项感染性血清标志物#因此#对孕产妇尽量早

期进行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有利于及早发现,及时采取有

效的防治措施#对有效阻断母婴传播#提高优生,优育水平有着

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肝炎感染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人群中
%&'

的感染

率为
"#X

#

"2X

)

"

*

#孕妇也不例外#本地区孕产妇
%&'

感染

率为
"#-$,X

#说明本地区孕产妇的
%&'

感染率控制在平均

范围内#且与国内近期报道大致相同)

.+!

*

+抗
+%O'

在健康人

群中的感染率为
#-$X

#

,-"X

)

"

*

#本地区孕产妇抗
+%O'

阳

性率为
#-#!X

#大大低于平均水平#可能是因为孕产妇的年龄

在
"Q

#

!2

岁之间#大部分人已经是规范输血后成长的健康人#

且此年龄段输血概率很少#感染丙型肝炎的概率就大幅度减少

了+近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妊娠梅毒也相

应增多#因其能垂直感染对母婴危害较大+据报道#未经治疗

的早期梅毒孕妇
"##X

可以引起不良妊娠后果#其中
2#X

流

产,

2#X

死产或出生后新生儿死亡或胎传梅毒)

,

*

+本地区孕产

妇梅毒阳性率为
#-!QX

#与国内近期报道大致相同)

!

*

#低于国

内其他有关报道)

2+3

*

#由此说明感染率与地区差异有关+抗
+

%P'

虽然在此次调查中未检出#可因它的高危害性而不容忽

视它对孕产妇这种传染性血清标志物筛查的重要性+

此次调查还可看出#在所有孕产妇中
%&?)

*

阳性的比例

为
.-8QX

#在
%&()

*

阳性孕产妇中
%&?)

*

阳性的比例为

.$-$2X

$

3Q

"

.!2

%+

%&?)

*

阳性的产妇#其婴儿感染率比

%&?)

*

阴性的婴儿感染率要高得多+

%&()

*

与
%&?)

*

同时

阳性的产妇所生婴儿感染率为
.3-3$X

$

!

"

"2

%#

%&()

*

阳性

而
%&?)

*

阴性的产妇所生婴儿感染率为
".-$.X

$

$

"

22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因此应根据孕产妇的感染状态#对其进行

宫内阻断治疗和选择性进行剖宫产#可有效阻断母婴垂直传播

的发生+产后通过指导人工喂养#降低新生儿的感染率)

Q+8

*

+

本文通过对本地区孕产妇
!

种感染性血清标志物的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建议孕龄妇女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主动接受孕

前,孕期和产前传染性血清标志物的检测#及早发现潜在的传

染源#并对已感染疾病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治疗#并结合孕期

阻断,人工喂养等手段#有效降低母婴传播疾病的发生#降低新

生儿的感染率#有利于优生,优育#利国利民#提高人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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