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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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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探讨不良妊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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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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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健康妊娠组妇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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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阳性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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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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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

*

K

阳性率明显高于秋'冬季!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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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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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冬'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季!差异均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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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无性别'年龄差异!普遍易感$农村人群与家畜接触机会多!感染

机会大$因季节不同!机体抵抗力有差异!感染率需要实际关注!尤其是孕妇'儿童免疫力下降极易被感染$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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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作为育龄夫妇常规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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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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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孕有影响#而且还会出现早产,流产,死胎或畸形等不良妊

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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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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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感染的可行性#对优生优

育#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现将巴中地区近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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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测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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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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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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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愿到

本院进行孕前咨询的夫妇,孕妇,婴幼儿的
9eWO%

检测数据

进行回顾性分析#均有咨询登记表和临床病例摘要+将所有病

例整理分组为!按年龄段分为孕前育龄男性组,孕前育龄女性

组,婴幼儿组(按妊娠情况分为健康妊娠组和不良妊娠组(按地

域分为城市人群组,农村人群组(按病史分为有动物接触史组

和无动物接触史组(按检测时间分为春,夏,秋,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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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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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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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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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免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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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

剂盒由北京现代高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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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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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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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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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IVII"3-#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

. 检验+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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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 W4' OK' %I'

合计

春
2,# "#

$

"-8

%

3

$

"-"

%

2$

$

"#-Q

%

,.

$

3-#

%

"#2

$

"8-Q

%

夏
2"8 ""

$

.-"

%

2

$

"-#

%

28

$

""-!

%

,!

$

3-3

%

"#8

$

."-#

%

秋
2$, !

$

#-$

%

,

$

#-2

%

."

$

,-$

%

"2

$

.-3

%

!,

$

$-2

%

冬
2,$ .

$

#-!

%

Q

$

"-2

%

.,

$

!-,

%

,

$

#-3

%

,Q

$

$-"

%

'

!

讨
!!

论

'-$

!

本地区
9eWO%

抗体阳性率分析
!

本地区属西南地区#

气温比较温和#在周边县城等山区个体或集体养殖牲畜比较

多#由于气温和地理位置的原因
9eWO%

感染阳性率较高+

9eWO%

病原微生物主要危害孕妇和婴幼儿#具有垂直传播,

致畸作用)

.

*

+因
9eWO%

感染多呈隐匿性#在一些非特异临

床症状掩盖下患者自己不知道被感染#因此患者须检查

9eWO%

才能确诊+

'-/

!

孕前育龄男性组,育龄女性组及婴幼儿组阳性率分析
!

本组抽查的是育龄男女和婴幼儿#其
9eWO%

抗体阳性率分

别为
$-!X

,

"!-$X

和
".-8X

#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9eWO%

感染无性别,年龄差异#普遍易感+

OK'

的惟一寄宿

主是人类#存在血液,唾液,尿液,骨髓,乳汁,宫颈分泌物中#通

过空气 ,接触,输血等被感染+

OK'

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宫内

感染因素#在妊娠早期感染巨
OK'

#由于孕早期胎盘功能不完

善#病毒可使胎盘感染#引起绒毛和毛细血管内皮受损#破坏胎

盘屏障#病毒进入胎儿体内#胎儿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不能识

别病毒抗原#使得病毒在胎儿体内复制,侵袭和损害中枢神经

系统,心血管系统及肺,肝,肾等器官造成死胎,畸形,流产#引

起不良结局)

,

*

+

'-'

!

不同季节
9eWO%

感染率及危害性
!

本次抽样调查在

春,夏季#机体免疫力低下极易受到
OK'

,

W4'

,

%I'

的侵

袭+春,夏
9eWO%

感染率为
"8-QX

,

."-#X

#明显高于夏,秋

季的
$-2X

,

$-"X

+因根据季节的变化#协调好进行
9eWO%

检测的时间+

'-1

!

城市和农村地区
9ê +P

*

K

阳性率比较
!

本次抽样调查

显示
9ê +P

*

K

阳性率农村明显高于城市#可能与农村豢养家

畜有关+城市
9ê +P

*

K

阳性率可能与养宠物,城市下岗人员

到农村办饲养场有关+所以怀孕夫妇应避免与猫,狗等宠物接

触#同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不要吃没有煮熟的肉,蛋类+弓形

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人群中感染较普遍#世界

范围内广泛流行#约
2

亿
#

"#

亿人受感染)

!

*

+我国
"83!

年发

表了第
"

例感染报告+我国属弓形虫低发区#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均有报道#一般为
#-,,X

#

,Q-3#X

#国外特别是欧美国

家高达
.#X

#

Q#X

)

2

*

+国外妊娠期弓形虫$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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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阳
\

假阴性%(特异性
[

$真阴性
\

假阳性%(准确性
[

$真阳性
\

真阴性%"$真阳性
\

假阳性
\

真阴性
\

假阴性%+均

以均数
]

标准差$

E]>

%表示+对结果进行
?

检验或
"

. 检验#

经双侧检验
5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9/P

和心肌酶谱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可

见
D9/P

的敏感性,准确性均优于各种心肌酶谱#其特异性亦优

于除
OM+K&

外的各种心肌酶谱#结果见表
"

,

.

+

表
"

!

)KP

组和健康对照组各检测指标阳性率比较)

)

%

X

'*

组别
D9/P OM OM+K& )I9 1U%

'

+%&U

)KP

组$

)[!#

%

,$

$

8.-2

%

5

.8

$

$.-2

%

5

.3

$

32-#

%

5

.2

$

3.-2

%

5

.!

$

3#-#

%

5

.2

$

3.-2

%

5

健康对照组$

)[32

%

.

$

,-"

%

Q

$

".-,

%

!

$

3-.

%

"2

$

.,-"

%

"#

$

"2-!

%

".

$

"Q-2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5

5

$

#-#"

+

表
.

!

D9/P

及心肌酶谱诊断
)KP

的价值比较)%

X

'

)

&

)

*

D9/P OM OM+K& )I9 1U%

'

+%&U

敏感性
8.-2

$

,$

"

!#

%

$.-2

$

.8

"

!#

%

32-#

$

.3

"

!#

%

3.-2

$

.2

"

!#

%

3#-#

$

.!

"

!#

%

3.-2

$

.2

"

!#

%

特异性
83-8

$

3,

"

32

%

Q$-$

$

2$

"

32

%

8,-Q

$

3"

"

32

%

$3-8

$

2#

"

32

%

Q!-3

$

22

"

32

%

Q"-2

$

2,

"

32

%

准确性
82-.

$

"##

"

"#2

%

Q"-8

$

Q3

"

"#2

%

Q.-8

$

Q$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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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

$2-.

$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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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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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普遍将检测心肌酶特别是
OM

和
OM+K&

作为

诊断
)KP

的重要指标#但心肌酶并非心肌细胞所特有#

OM

及

OM+K&

在其他脏器特别是横纹肌中也大量存在#故诊断特异

性较差)

,

*

#其敏感性在
)KP

早期
!

#

3>

亦较低#且
OM+K&

时

间窗窄#一般在
)KP

后
!Q

#

$.>

恢复至正常)

!

*

+近年来#对

肌钙蛋白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敏感性,特异性和持续时

间优于
OM

和
OM+K&

)

2

*

+由于
OM

及
OM+K&

的诊断窗口时

间也较短#因此需要寻找更理想的检测指标+在诸多诊断

)KP

的临床生化指标中#

OM+K&

曾一度被认为是诊断
)KP

的.金标准/#已广泛应用多年+随着对心肌肌钙蛋白$

D9/

%深

入研究#无论是对心肌的特异性还是诊断敏感性#

OM+K&

的地

位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D9/

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确定标志物#

正逐步取代
OM+K&

成为
)KP

的诊断.金标准/+

9/P

仅存在

于心肌细胞#是心肌细胞特有的结构蛋白成分#其相对分子质

量为
..-!h"#

,

#部分存在于心肌细胞胞浆中#大部分在心肌

纤维中与收缩蛋白呈结合状态+心肌受损后#胞浆中的
9/P

迅

速释放#肌纤维中的缓慢逸出#因此提高了诊断
)KP

敏感性#

延长了诊断窗口时间)

3

*

+

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定性测血清
9/P

诊断
)KP

#其敏感

度,特异性及诊断效率均较高+用生化法检测心肌酶#操作繁

琐#结果回报也较慢+而
9/P

定性测定则具有及时,快速的优

点#有利于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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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率约为
#-.X

#

"-#X

#妊娠期弓形虫病的母婴传播率

平均为
!#X

#而我国报道弓形虫感染率为
!-8X

#

Q-!X

)

2

*

+

孕期感染弓形虫后绝大多数表现为无症状隐性感染#但无论是

显性还是隐性感染均可经胎盘传染给胎儿+妊娠早期感染率

虽低#但会使胎儿损害严重#常导致死亡而自然流产)

3

*

+

综上所述#应加强育龄夫妇
9eWO%

危害性的认识#自觉

在孕前进行
9eWO%

筛查#以便治疗或注射疫苗#达到优生目

的+对妊娠早期及中期检测
9eWO%+P

*

K

阳性者建议终止妊

娠+对于妊娠晚期或不愿终止妊娠的孕妇应积极治疗#并行超

声检测#发现胎儿畸形应建议终止妊娠#以提高人口生育质量#

达到国家优生优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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