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细菌的新陈代谢#使其死亡#发挥抗感染作用*

8

+

(对人的表皮

细胞,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及胞外基质的再生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而且能够抑制瘢痕成纤维细胞生长(与常规换药方法比较#

创面修复生物胶因能使血小板聚集#有效修复神经酰胺分子缺

损#达到止血,镇痛的作用(呈凝胶状态#涂在创面上形成一个

湿性环境#也符合现代湿性愈合的理论#有利于创面愈合)因

此#创面修复生物胶在治疗开放性创面中具有安全,有效,护理

简便,治疗时间短等优点#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本研究应用创面修复生物胶的实践表明#相对于传统换药

方法#创面修复生物胶具有如下优点!$

"

%促进创面愈合#缩短

住院时间#研究组患者伤口愈合时间较传统方法换药组创面愈

合时间明显缩短($

,

%使用创面修复生物胶换药时#操作简便,

快捷#符合创面湿性愈合理论与实践#在创面处覆盖后#患者主

观上感觉疼痛明显减轻($

;

%经使用
"

周左右#患者创面肿胀及

渗出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在抗感染,促进创面愈合的同时#患

者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自信心得以提升($

$

%创面修复生物胶

具有无毒,无刺激,无免疫原性等优点#接受治疗的患者总体舒

适感增强($

%

%在缩短住院时间的同时#也间接地降低了医疗总

费用#减轻了患者家庭与个人的经济负担)

总之#创面修复生物胶应用于开放性皮肤软组织损伤创

面#具有安全,有效,简便易行,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对减轻患者

疼痛,促进创面愈合,缩短住院时间等#均优于传统换药方法#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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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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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产妇血清感染性疾病标志物及
!T*

结果分析

刘
!

影!肖亚雄!彭宇生!龙
!

琴"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年产科住院患者乙型肝炎病毒"

OU\

#'丙型肝炎病毒

"

O(\

#'梅毒螺旋体"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S\

#感染现状及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T*

#情况!探讨血

清标志物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

,#"$

年
8;"8

例产科孕产妇乙肝
%

项'抗
:O(\

'抗
:*)

'抗
:OS\

和

!T*

检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筛选同期住院的
,##

例血清感染性标志物全为阴性的产科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

结果
!

检出
OU9!

D

阳性
%#%

例"

0.##1

#&抗
:O(\

阳性
";

例"

#.,"1

#&抗
:*)

阳性
",/

例"

,.#$1

#&抗
:OS\

初筛

阳性
%

例"

#.#01

#$

OU9!

D

'抗
:O(\

'抗
:*)

阳性者
!T*

异常率分别为
"%.0$1

'

;0.$81

'

",.$#1

!与对照组

!T*

异常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年孕产妇乙肝感染率分别为
0.;+1

'

0.",1

'

+.+,1

&梅毒感染率分别为
,.;%1

'

,."+1

'

".0#1

&丙肝感染率分别为
#."$1

'

#.,#1

'

#.,%1

$结论
!

对孕产妇

进行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阳性患者采取治疗和有效干预措施!对防止母婴垂直传播!降低胎儿宫内感染!提高人

口素质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

!

梅毒螺旋体&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

$%&'()(

"

*

&+,,-&$)./0(122&/%$2&/'&%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

"

,#"%

#

,;:;%%$:#,

!!

乙型肝炎病毒$

OU\

%,丙型肝炎病毒$

O(\

%,梅毒螺旋体

$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S\

%感染均可对人体产生极大危

害#且都可经孕产妇垂直传播感染胎儿)另外#当妊娠合并肝

功能异常时#可影响分娩结局*

"

+

)为了解宜宾地区孕产妇

OU\

,

O(\

,

*)

及
OS\

感染及其肝功能状况#有效阻断母婴

传播#建立有效的预防保健措施#作者对本院产科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8;"8

例孕产妇进行以上
$

种传染性疾病血清

标志物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T*

%检测结果回顾性分析#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产科住院孕产妇共
8;"8

例#年龄
"+

"

$"

岁#抽取肘静脉血

约
%HT

#分离血清后#

,$A

内进行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乙肝
%

项试剂购自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抗
:O(\

,抗
:*)

和抗
:OS\

试剂均购自北京万泰生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质控品均购自康彻斯坦生物#采用新波

2̀Z:US'

时间分辨荧光分析仪#深圳迈瑞
ZV:",!

型洗板

机#

Z4C@>9_B7Zc;:

型酶标仪(

!T*

试剂采购自四川迈克#质

控品购自伯乐#检测仪器为日立
+8##

)试剂及质控品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

$.'

!

检测方法
!

乙肝
%

项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抗
:

O(\

,抗
:*)

,抗
:OS\

检测均采用
]TS̀!

(

!T*

采用速率法)

$.1

!

结果判断
!

乙肝
%

项中
OU9!

D'

#.,7

D

"

HT

为阳性#

%

#.,7

D

"

HT

为阴性)抗
:O(\

,抗
:*)

和抗
:OS\

检测中
?4@3EE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BGZ65(C>7

!

[6?6HG6=,#"%

!

\3C.",

!

X3.,;



值$

Q

"

!J

%

&

"

为阳性#

$

"

为阴性)

!T*

'

$#P

"

T

为异常)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数

资料以
'

$

1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8;"8

例孕产妇血清感染性疾病标志物阳性率的情况分

析
!

8;"8

例产科住院患者中#

OU9!

D

阳性检出最高#为
%#%

例$

0.##1

%(抗
:*)

阳性次之#为
",/

例$

,.#$1

%(抗
:O(\

和

抗
:OS\

阳性检出结果分别为
";

例$

#.,"1

%和
%

例$

#.#01

%)

/./

!

各血清感染性标志物阳性患者
!T*

结果分析
!

见表
"

)

由表
"

可见#各血清标志物阳性组
!T*

异常检出率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抗
:O(\

阳性组

!T*

异常检出率最高#为
;0.$81

)由于抗
:OS\

阳性数极

少#不具统计学意义#暂不予以分析)

表
"

!

产科住院患者血清
!T*

情况分析*

'

%

1

&+

组别
' !T*

异常检出结果
%

,

#

OU9!

D

阳性组
%#% 0#

$

"%.0$

%

",.,; #.###%

抗
:O(\

阳性组
"; %

$

;0.$8

%

"+.%" #.####

抗
:*)

阳性组
",/ "8

$

",.$#

%

$."; #.#$,#

对照组
,## ",

$

8.##

%

Q Q

!!

注!

Q

表示无数据)

/.'

!

8;"8

例孕产妇
,#",

"

,#"$

年血清感染性标志物阳性率

检测情况分析
!

见表
,

)对
,#",

"

,#"$

年产科住院孕产妇

OU9!

D

,抗
:O(\

,抗
:*)

和抗
:OS\

感染情况进行逐年分析#

OU9!

D

,抗
:*)

呈下降趋势#抗
:O(\

呈上升趋势#抗
:OS\

近

年少见于孕产妇)

表
,

!

,#",

"

,#"$

年产科住院患者血清感染性

!!!

标志物检测结果*

'

%

1

&+

年份
' OU9!

D

抗
:O(\

抗
:*)

抗
:OS\

,#", "$$8 ","

$

0.;+

%

,

$

#."$

%

;$

$

,.;%

%

#

$

#.##

%

,#"; ,#;, "8%

$

0.",

%

$

$

#.,#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

%

,

$

#.#+

%

'

!

讨
!!

论

!!

我国卫生部
,#""

年发布2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

播工作实施方案3中对
OU\

,

*)

,

OS\

感染孕产妇的生产方式

的选择#所生新生儿的处理及其喂养方式等均做了详细阐述#

以减少母婴传播#降低胎儿宫内感染)本次调查
8;"8

例孕产

妇#

OU9!

D

阳性检出率最高#为
0.##1

#略高于
,##8

年乙肝血

清流行病学调查公布的全国
"

"

%/

岁人群
OU9!

D

携带率

+."01

的数值)

%#%

例
OU9!

D

阳性患者中#

!T*

异常率为

"%.0$1

#居于第
,

位#高于对照组
!T*

异常率
8.##1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
OU9!

D

感染率呈逐年降低趋

势)梅毒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严重危害妇女,儿童的健康*

,

+

)

本次调查中抗
:*)

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1

#与陈远

平等*

;

+报道的
,.,81

相一致)

*)

感染者
!T*

异 常 率

",.$#1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感

染率也呈下降趋势)妊娠合并梅毒者经规范化治疗能获得良

好的妊娠结局#且治疗孕周越早#先天梅毒的发生率越低*

$

+

)

有研究表明
OS\

感染儿童中约
/#1

是通过母婴传播*

%

+

)因

此对孕产妇进行
OS\

筛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调查

抗
:OS\

初筛阳性共
%

例#阳性检出率为
#.#01

#高于何花

等*

8

+报道的
#.#%1

)这可能与区域分布差异及妇女
OS\

感染

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关)

O(\

感染者多数呈慢性携带状态#常进展为肝硬化和肝

细胞癌)

O(\

经典的传播途径为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研究

报道#

O(\

存在母婴传播#其发生率大约为
%1

"

"#1

*

+

+

)

B̀E>=

等*

0

+研究发现#

O(\

感染是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对

围生期结局造成不良影响)

O(\

母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包

括!母亲
O(\

病毒水平,是否合并
OS\

感染,分娩方式及喂

养方法等*

/

+

)本次试验
O(\

总体感染率虽然不高#为

#."/1

#但感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
!T*

异常率最高#为

;0.$81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能

与人们对
O(\

重视程度不够#

O(\

多呈慢性携带#不易发现

等因素有关)因此#从母婴危害性方面考虑#不能忽视孕产妇

O(\

筛查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对孕产妇进行产前传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及肝

功能检测#能够及早发现阳性反应者#采取治疗和有效干预措

施#防止母婴垂直传播#降低胎儿宫内感染#对提高优生优育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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