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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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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产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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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其乳汁中
Z[T-U,

含量相

关性!探讨乙型肝炎孕妇母乳喂养的安全性问题!并指导母乳喂养%方法
!

选择在项城市永丰乡中心医院住院分娩

Z[T

携带产妇
!#4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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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测定其血清及产后乳汁中
Z[T-U,

含

量%结果
!

.4

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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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产妇!乳汁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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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乳

汁标本中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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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Z[T-U,

含量与乳汁中
Z[T-U,

含量呈正相关%结论
!

Z[T

携带产妇均应作血清'乳汁
Z[T-U,

定量检测!根据其传染危险性采取措施!正确指导母乳喂养!确定哺乳方式!

从而降低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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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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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提倡母乳喂养#在推行母乳喂养时#应

特别注意母乳喂养的安全性+我国每年大约
"'''

万产妇#

Z[T

携带者产妇占正常产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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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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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婴传播中#

乳汁传播是
Z[T

母婴传播途径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母乳喂养

的安全性是产妇及其家人非常重视的问题+作者对项城市永

丰乡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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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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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产妇

测定血清及其乳汁中
Z[T-U,

#并分析其相关性#现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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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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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产妇血清和乳汁标本来自

项城市永丰乡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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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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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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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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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住院产妇#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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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曾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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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诊断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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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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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采集与处理
!

血清采集在产妇分娩前采集静脉血

离心取血清
!61

备检%取乳汁时先用温水擦洗乳头#收集产

后初乳#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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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乳汁置无菌试管中#置冰箱中
3X

过夜#

吸弃上层乳白色脂肪层#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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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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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U,

定量试剂由广州中山医科大学

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Z[T-U,

定量扩增仪为上海宏石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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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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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对产妇的血清及乳汁采用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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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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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试剂盒检测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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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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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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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Z[T-U,

与乳汁
Z[T-U,

含量

相关性分析采用相关性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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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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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全部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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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清
Z[T-U,

阳性者#乳汁标本中

3'

例阳性#总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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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及其乳汁中
Z[T-U,

的相关性

血清
Z[T-U,

含量 血清例数 乳汁阳性例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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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报道如果乳汁中存在
Z[T

#当婴儿消化道任何一处

有炎症或破损时#母乳中的
Z[T

就可能侵入血液循环#引起感

染
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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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母乳是婴儿成长最理想的营养品#其中富含

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乳糖,矿物质及维生素+而且乳汁

中还含有具有免疫功能的分泌型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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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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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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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有益于婴儿生长发育+在发

展中国家#母乳喂养婴儿常见疾病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明显低于

人工喂养婴儿#在无禁忌的情况下#母乳喂养最好+

本研究结果表明#血清中
Z[T-U,

含量低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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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乳汁中存在
Z[T

的概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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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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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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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乳汁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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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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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
Z[T-U,

含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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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乳汁中

存在
Z[T

的概率高达
&#$#Q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Z[T

携

带产妇乳汁中
Z[T-U,

阳性率随血清中
Z[T-U,

含量的

升高而增大#血清
Z[T-U,

与乳汁中
Z[T-U,

含量呈正

相关+因此定量检测产妇血清,乳汁中
Z[T-U,

来确定母

婴
Z[T

传播的风险性更为可靠)

#

*

+血清和乳汁中
Z[T-U,

都是阴性的产妇可以放心实行母乳喂养%乳汁中
Z[T-U,

阳性的产妇#不宜母乳喂养)

3

*

%对于血清
Z[T-U,

阳性#而

乳汁中
Z[T-U,

阴性的产妇#是否可以母乳喂养呢5 张永

亮)

%

*曾对
44

例
Z[T

感染产妇的初乳及满月乳中
Z[T-U,

含量进行过测定#发现有部分产妇初乳阴性者#在满月乳检测

时会转为阳性+由于本研究检测的产妇乳汁标本为初乳#没有

对满月乳进行检测#所以作者建议血清
Z[T-U,

阳性#乳汁

Z[T-U,

阴性的产妇应定期做乳汁
Z[T-U,

检查#一旦

发现乳汁
Z[T-U,

阳性立即停止母乳喂养%婴儿口腔溃疡

等原因造成消化道破损时暂停母乳喂养%产妇乳头破损时暂停

母乳喂养)

4

*

+当然#对于乳汁中
Z[T-U,

含量在多少水平以

下#为安全哺乳的标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Z[T

携带产妇血

清,乳汁中
Z[T-U,

定量联合检测#有助于提示
Z[T

传染

高风险产妇在临床医生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阻断母婴垂直传

播#减少婴儿
Z[T

感染率#有助于临床医师为产妇母乳喂养

的风险性作出评估#从而正确地指导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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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高压
!

在一定范围内#汞的荧光强度随负高压增大

而增大#但同时背景强度也增大#因此#在满足分析灵敏度条件

下#不宜选择过大的负高压#以免影响重现性#通过实验#本仪

器负高压在
".'T

最佳+

'$/$/

!

灯电流选择
!

在一定范围内#灯电流增加#荧光强度增

大#但过大的空心阴极灯电流会增大仪器噪声#降低灯的使用

寿命#因此#在满足分析灵敏度条件下#尽量选小的灯电流#通

过选择#本仪器灯电流为
#'6,

最佳+

'$/$'

!

载气流量与屏蔽气流量
!

载气流量对试剂的荧光信号

有较大影响#载气过大#会降低灵敏度#过低则使形成的氢化物

无法迅速进入到原子仪器中#且有记忆效应+屏蔽气对保持氩

气焰稳定#防止荧光猝灭具有关键作用+综合考虑#本实验采

用载流流量
3''61

"

6B5

#屏蔽气流量
&''61

"

6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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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条件选择

'$'$$

!

硼氢化钾浓度的影响
!

在原子荧光光谱中#硼氢化钾

的量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荧光强度的因素+浓度过高会引起液

相与气相干扰#特别是对汞的荧光信号的影响较明显#浓度过

低#还原能力弱#灵敏度低#通过实验#选择硼氢化钾的适宜浓

度为
!%

K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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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和酸浓度的选择
!

酸的种类和浓度对样品中汞的测

定有很大影响+通过实验发现#汞元素在硝酸中的荧光强度比

在盐酸中的荧光强度低一些#故选择盐酸作介质+实验显示#

当盐酸溶液浓度为
%Q

$

D

"

D

&时#荧光强度较强#灵敏度与稳定

性均好+所以#本实验酸的浓度选择为
%Q

$

D

"

D

&+

综上所述#本法采用高压消解
9

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食品

中汞含量#灵敏度高#相关系数,精密度与回收率好#空白值及

检出限低#其前处理所需仪器设备简单#价格低廉#易于在基层

实验室使用#尤其适合大批量检测#具有很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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