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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巨细胞病毒
_Q/

阳性婴儿
LONP

感染情况分析"

肖伟伟%

!卢可士$

!马东礼%

%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

检验科(

$+

泌尿外二科
!

"%2#*2

#

!!

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母乳巨细胞病毒"

LONP

#

_Q/

阳性的母亲及其婴儿
LONP

感染状况$

方法
!

$-2

例母乳
LONP

阳性的母亲入选!患儿以肝炎或黄疸为临床诊断者最多见!占
*.+$V

!肺炎次之!占

*!+#V

$应用荧光定量
KO,

"

a

KO,

#法检测患儿不同标本类型
LONP_Q/

的表达量!化学发光法检测患儿血

清中
LONP

特异抗体免疫球蛋白
Y

"

W

8

Y

#和"或#免疫球蛋白
N

"

W

8

N

#的水平$结果
!

核酸检测中患儿全血阳

性者
!.+2V

!尿液阳性者
-2+%V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同时进行了尿液和全血核酸检测的
%*0

例患儿中全血总阳性率
!-+#V

!尿液总阳性率
0!+"V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有
W

8

Y

检测结果

的病例
%2$

例!

%0"

例阳性"

.-+$V

#(有
W

8

N

检测结果的病例
%.!

例!

22

例阳性"

!"+!V

#!

W

8

Y

阳性率和
W

8

N

阳

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结论
!

患儿尿液
LONP_Q/

的检出率高于全血!提示病原学检测方面

尿液标本优于全血$母乳
LONP_Q/

阳性母亲通过母乳喂养导致婴儿患病的概率为
-2+%V

(根据
W

8

N

结

果!处于活动性
LONP

感染的患儿比例为
!"+!V

$血液
W

8

Y

阳性率明显高于
W

8

N

!提示
%

岁以内婴儿患
LO1

NP

感染的比例很高!但要考虑到胎传抗体的可能$

关键词"巨细胞病毒感染(

!

母乳喂养(

!

荧光定量
KO,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1#!

!!

巨细胞病毒$

LONP

%感染在人群中分布广泛#在

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为
#+"V

#

$+#V

)

%

*

'

LONP

感

染人体后#可长期或终身潜伏在机体内#引起以生殖

泌尿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肝脏疾病为主的各系统感

染#从轻微无症状感染直到严重缺陷或死亡)

$1*

*

'根

据原发感染时间分为先天感染$

&

%!=

%+围生期感染

$

*

#

%$

周%及生后感染$

%$

周至
%$

个月%'母乳喂养

可以为婴儿成长提供更好的免疫保护及营养支持#但

其可以传播
LONP

#而
LONP

的感染会导致婴儿发

育延迟)

!1-

*

'因此本研究对母乳
LONP_Q/

阳性的

患儿的
LONP

感染情况进行了分析#以了解
LONP

阳性的母亲经母乳喂养导致婴儿
LONP

感染的概

率#并明确
LONP_Q/

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两种方

法中哪种方法诊断率更高#以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工程实验室$深发改)

$#%!

*

%0%$

号文%&广东省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

$

FO[F$#%-#!$.%2%%!".0$

%'

%

!

通信作者#

\1&9'B

!

&=B%$*!

'

%$-+<3&

'



实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进行了母乳
LONP_Q/

检测并且结果

为阳性的患儿
$-2

例#回顾分析患儿尿液和$或%全血

LONP_Q/

表达情况及
LONP

免疫球蛋白
Y

$

W

8

Y

%和$或%免疫球蛋白
N

$

W

8

N

%水平'

$-2

例母乳

检测阳性的患儿入选#患儿临床诊断以肝炎或黄疸者

最多 见#共
%#"

例 占
*.+$V

&肺 炎 次 之#

.%

例

$

*!+#V

%&直接诊断为
LONP

感染者
$$

例$

2+$V

%&

血液学异常$包括
W)K

#粒细胞减少或缺乏#两系减

少%

%-

例$

-+#V

%&胃肠道异常
0

例$

$+-V

%&其他$包

括营养不良+体检+血管瘤+发绀+泌尿系感染等%

$0

例

$

%#+%V

%'其中男
%0#

例#女
.2

例#男女比例
%+0*p

%

&年龄
2=

至
%$

个月#其中
2

#

%!=$

例$

#+0V

%#

#

$

#

%$

周
$$%

例$

2!+"V

%&

#

%$

周至
%$

个月
!"

例

$

%-+2V

%'乳汁
LONP _Q/

水平$

*+!0m%#

*

#

*+2"m%#

0

%

<3

DE

"

&M

#均值
%+%!m%#

-

<3

DE

"

&M

'

$+/

!

仪器与试剂
!

LONP

核酸提取及
KO,

反应使

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
LONP

检测试剂盒'

KO,

扩

增在
/JW0*##

定量
KO,

仪上进行#

LONP_Q/

载

量以
#

"##<3

DE

"

&M

为阳性'

LONP

抗体检测采用

_'9I3C'(LONPW

8

Y

$

W

8

N

%抗体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法%'

$+'

!

方法
!

留取患儿母亲乳汁或$和%中段尿
*&M

于干净无菌试管中#取
%&M

于无菌离心管中
%$###

C

"

&'(

离心
"&'(

#留沉淀#加入
"#

"

M_Q/

提取液进

行
_Q/

的提取'抽取
%&M

静脉血于
\_)/

抗凝管

和干燥管中#取
$##

"

M\_)/

抗凝血进行全血
_Q/

的提取&干燥管血液
*"##C

"

&'(

离心
"&'(

分离血

清#用于间接化学发光免疫法抗体的测定'所有标本

留取后立即送检或置于
!e

冰箱保存#保存时间不得

超过
0=

'用于
LONP

核酸检测的每一批标本检测

时均同时进行阳性质控品和阴性质控品的扩增#只有

阳性质控品扩增结果为阳性且阴性质控品扩增结果

为阴性时#方认为该批次标本结果有效#方可纳入数

据统计#整个试验数据收集期间
LONP_Q/

阳性质

控浓度均值为
*+-!m%#

!

<3

DE

"

&M

'标本进行抗体检

测前均进行阳性质控品检测#只有质控品在控#方进

行该批次检测#整个试验数据收集期间
LONPW

8

Y

质控均值为$

-*+.T!+0

%

Z

"

&M

#

LONPW

8

N

质控均

值为$

!$+-T$+-

%

Z

"

&M

'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IKII%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总体
LONP_Q/

阳性检出情况
!

$-2

例

患者中进行了全血
LONP_Q/

检测的患儿
$%*

例#

其中阳性者
%#-

例#占
!.+2V

&进行了尿液
LONP

_Q/

检测的患儿
%2"

例#其中阳性者
%$-

例占

-2+%V

#尿液
LONP_Q/

阳性率高于全血#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l%*+0#$

#

!l#+###

%'

/+/

!

同时行尿液和血液
LONP_Q/

检测的结果分

析
!

同时行尿液和血液
LONP_Q/

检测的
%*0

例

患儿#尿液检测阳性者
%#$

例占
0!+"V

#全血检测阳

性者
-*

例占
!-+#V

#尿液标本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全血标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l*"+$$

#

!l

#+###

%'其中尿液阴性标本共
*"

例#这其中有
*!

例

患儿全血检测亦为阴性#只有
%

例患者全血
_Q/

检

测为
!+$"m%#

*

<3

DE

"

&M

#而尿液中
_Q/

检测为阴

性'见表
%

'

表
%

!!

同时行尿液和血液
LONP_Q/

检测的
%*0

例

!!!

患儿结果对比分析#

&

&

尿液
全血

阴性$

b

% 阳性$

j

%

合计

阴性$

b

%

*! % *"

阳性$

j

%

!# -$ %#$

合计
0! -* %*0

/+'

!

患儿总体
LONP

抗体检测结果
!

所有
$-2

例

入选标本中有
W

8

Y

检测结果的病例
%2$

例#

%0"

例阳

性$

.-+$V

%&有
W

8

N

检测结果的病例
%.!

例#

22

例阳

性$

!"+!V

%#

W

8

Y

阳性率明显高于
W

8

N

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l%%$+2!"

#

!l#+###

%'

表
$

!!

不同标本类型
LONP_Q/

检出率与抗体检出率的比较(

&

#

V

&)

LONP_Q/

抗体检测

全血

阴性$

b

% 阳性$

j

%

尿液

阴性$

b

% 阳性$

j

%

乳汁

阳性$

j

%

W

8

Y

!

阴性$

b

%

*

$

$+0

%

#

$

#+#

%

*

$

$+0

%

#

$

#+#

%

*

$

$+0

%

!

阳性$

j

%

".

$

"*+$

%

!.

$

!!+%

%

$2

$

$"+$

%

2#

$

0$+%

%

%#2

$

.0+*

%

W

8

N

!

阴性$

b

%

!.

$

!!+%

%

%-

$

%!+!

%

*%

$

$0+.

%

*!

$

*#+-

%

-"

$

"2+-

%

!

阳性$

j

%

%*

$

%%+0

%

**

$

$.+0

%

#

$

#+#

%

!-

$

!%+!

%

!-

$

!%+!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1

!

不同标本类型
LONP_Q/

检出率与抗体检出

率的比较
!

$-2

例乳汁阳性的患者中既进行了尿液和

全血
_Q/

检测又进行了
LONPW

8

Y

和
W

8

N

检测的

病例共
%%%

例#其中
!-

例$

!%+!V

%

W

8

Y

与
W

8

N

同时

阳性'在这
%%%

例患儿中#乳汁+尿液或血液
_Q/

阳

性的患儿
W

8

Y

阳性率分别为
.0+*V

+

0$+%V

及

!!+%V

&

W

8

N

阳性率分别为
!%+!V

+

!%+!V

及
$.+0V

$表
$

%'由于
W

8

Y

的阳性要考虑到胎传抗体的情况#

所以本研究只对
W

8

N

检出
LONP

感染的情况与全

血或尿液
LONP_Q/

检出
LONP

感染的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在检出
LONP

感染方面#血清
W

8

N

阳

性率与尿液
_Q/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l

*$+#$

#

!l#+###

%#尿液标本
_Q/

阳性率高于血清

W

8

N

阳性率#血清
W

8

N

阳性率与全血
LONP_Q/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2

#

!l#+0%#

%'

'

!

讨
!!

论

!!

LONP

为双链
_Q/

病毒#常可侵犯多器官#中

国人群总体感染率为
2-V

#

.-V

)

0

*

#胎儿及免疫力低

下的婴儿易受侵袭'在
LONP_Q/

阳性的孕妇中#

新生儿分离出病毒的比例为
"2+"V

)

"

*

'先天感染中

"V

#

%#V

症状较严重#常有多器官系统损伤)

-

*

&围生

期感染及生后感染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脏器#

如
LONP

肝炎和
LONP

肺炎#本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

诊断
LONP

疾病首先要寻找活动性
LONP

感

染的证据#根据中华医学会.

LONP

性疾病诊断和防

治建议$

$#%$

年%/

)

2

*

#

LONP

感染的实验室诊断包括

以下几种方法!$

%

%病毒分离#这是金标准&$

$

%巨细胞

包涵体&$

*

%病毒抗原&$

!

%特异性病毒基因#

LONP

&,Q/

阳性或检出高
LONP_Q/

载量提示活动性

感染&$

"

%特异性抗体#双份血清
W

8

Y

滴度
'

!

倍增高

或
W

8

N

阳性提示近期活动性感染#但
-

个月内婴儿要

除外胎传抗体'本研究显示尿液+血液
LONP_Q/

阳性率分别为
-2+%V

+

!.+2V

&血清
W

8

Y

+

W

8

N

阳性率

分别为
.-+$V

+

!"+!V

'但是考虑到
-

个月内婴儿要

除外胎传抗体#根据以上指导方针#在本研究中不能

以
W

8

Y

阳性诊断
LONP

感染#因此总体判断母乳

LONP_Q/

阳性的婴儿
LONP

感染的阳性率为

-2+%V

&处于活动性
LONP

感染的患儿为
!"+!V

'

有研究发现在儿童巨细胞肺炎患儿中#尿液
LONP

_Q/

检测阳性率高于血清
W

8

N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

一致)

.

*

'有研究指出我国婴儿
%

周岁时
LONP

感染

率约为
2#V

)

0

*

&在非洲
%2

个月以内婴幼儿
LONP

感

染率为
2*V

)

!

*

'本研究结果要稍低于以上结果#可能

是由于入选病例数过少不能代表总体或地域不同

所致'

具体母乳
LONP_Q/

水平以多少为传播界限

尚无定论#王婷等)

%#

*根据病毒传播者和非传播者之间

乳汁病毒
_Q/

载量的差异#建议以乳汁中病毒载量

$-##<3

DE

"

&M

作为传播者的临界值'根据这一界

限#入选病例中有
$!2

例超过该界限#水平为$

$+0-m

%#

*

#

*+2"m%#

0

%

<3

DE

"

&M

#由于尿液检测阳性率高#

因此以尿液结果判断#患儿有尿液
LONP_Q/

检测

结果的病例
%0"

例#

%$%

例阳性#阳性率
-.+%V

#因

此#传播界限的界定可能尚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

支持'

在急性感染期#病毒首先侵袭唾液腺+肾脏等上

皮细胞#其在肾小球和肾小管上皮细胞内复制#经尿

液排出#因此可在尿液中检测到高水平的
LONP

_Q/

'然后病毒入血#进入血液的
LONP

主要侵袭

有核细胞并在细胞内潜伏或增殖#因此血液出现感染

的情况要晚于尿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尿液阳性率

要高于血液'但是不能依靠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评价

患儿疾病的严重程度)

%%

*

#因为有研究发现病毒学和血

清学的阳性结果和临床症状之间缺少明显的相关性#

一方面因为实验室检查不能排除假阳性和假阴性的

存在#更重要的是#

LONP

感染患儿多个器官#血液

及尿液的检查阳性不能说明
LONP

对其他器官的损

伤情况)

%$

*

'本研究显示#就实验室检查而言病毒学血

液
_Q/

检测和血清学
W

8

N

检测结果在诊断
LONP

感染方面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

%#尿液
_Q/

结果要高于血清学
W

8

N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加之尿液标本采集方便无创#因此尿液

检测可以作为怀疑
LONP

感染婴儿的首选检测方

法#而
W

8

N

为诊断活动性感染的有利证据'本实验室

尚未开展
LONP &,Q/

检测#

_Q/

阳性不能判断

疾病是否处于活动期#因此临床诊断
LONP

感染一

定要结合病毒学+血清学及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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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浆弹性硬蛋白酶和解脲支原体与精子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刘秀菊!阳红梅!黄和明!黄珠晏!张
!

旋!杨
!

乙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精浆弹性硬蛋白酶&解脲支原体与精子质量的关系及意义$方法
!

选取正常男性
!0#

例"正常组#!不育男性
%*$

例"不育组#!检测其精液弹性硬蛋白酶水平&解脲支原体感染情况及精子参数"精子

密度&精子活动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结果
!

不育组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均

低于正常组"

!

$

#+#%

#!而弹性硬蛋白酶&解脲支原体阳性率均高于正常组"

!

$

#+#%

#$弹性硬蛋白酶&解脲支

原体阳性组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均低于阴性组"

!

$

#+#%

#$解脲支原体阳性组和阴

性组的弹性硬蛋白酶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生殖道感染对精子质量有不良影响!弹性硬

蛋白酶和解脲支原体的及时检测对男性不育诊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弹性硬蛋白酶(

!

解脲支原体(

!

精子密度(

!

精子活动率(

!

前向运动精子

中图法分类号"

,-.2j+$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0$1#*

!!

生殖道感染是男性常发疾病之一#也是男性不育

的病因之一'无症状的生殖道感染给男性不育症的

诊治造成很大的困扰)

%1*

*

'精浆弹性硬蛋白酶是男性

生殖道静止型感染的重要指标'解脲支原体$

ZZ

%可

引起慢性前列腺炎+附睾炎+睾丸炎等'本文对精液

弹性硬蛋白酶水平+

ZZ

感染情况与精子质量的关系

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在男性不育症的诊断与治疗中的

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来

本院就诊的男性#体检各项指标正常已育者
!0#

例纳

入正常组#诊断为不育者
%*$

例纳入不育组'不育组

夫妇婚后性生活正常#同居
$

年以上#双方性激素正

常#染色体核型检查正常#无遗传性疾病家族史'女

方无妊娠史#男方体检未发现生殖器及附件异常'

$+/

!

方法

$+/+$

!

精子质量分析
!

按照
RLH

.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
"

版%/规定#

患者应禁欲
$

#

0=

#手淫取全部精液于容器中#

*0e

液化'使用清华同方精子动静态图像检测系统进行

精液检测#分析其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和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

$+/+/

!

弹性硬蛋白酶检测
!

将液化后的精液按

*###m

8

离心
%#&'(

#取精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MWI/

%检测弹性硬蛋白酶水平'该检测试剂使

用深圳华康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及配套的质

控品'弹性硬蛋白酶水平
$

$.#(

8

"

&M

为正常#

$.#

#

%###(

8

"

&M

为隐性感染#

#

%###(

8

"

&M

为确

证感染'隐性感染和确证感染均纳入感染组#即弹性

硬蛋白酶阳性组'

$+/+'

!

ZZ

检测
!

取精液或者生殖道分泌物#使用

珠海银科医学工程公司的支原体鉴定检测试剂盒进

行
ZZ

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IKII%0+#

软件进行统计分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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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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