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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广州地区育龄妇女和妊娠妇女
6+NM,

感染状况!探讨不良妊娠与
6+NM,

感染的关系

以及不同季节
6+NM,

感染的流行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2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育

龄妇女和
%1!(

例妊娠妇女"包括
%&""

例健康妊娠和
!(&

例不良妊娠#进行
6+NM,5S

D

.

抗体检测$结果
!

妊娠

妇女巨细胞病毒"

M.V

#

5S

D

.

的阳性率为
#)"&4

!远远高于其他病原体的
S

D

.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妊娠妇女的
6+NM,5S

D

.

总阳性率"

!!)!(4

#高于育龄妇女的总阳性率"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不良妊娠妇女所有
6+NM,

项目的
S

D

.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健康妊娠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春%夏季
6+NM,5S

D

.

总阳性率和纯弓形体"

6+_

#%

M.V

%单纯疱疹病毒"

,0V

#

#

及
,0V

$

的
S

D

.

阳性率明显高

于秋%冬季!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而风疹病毒"

NYV

#

5S

D

.

阳性率冬%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季!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F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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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妊娠妇女
M.V

阳性率高于妊娠妇女其他病原体阳性率!也高于育龄妇女

M.V

阳性率'妊娠妇女
6+NM,

总阳性率高于育龄妇女'

6+NM,

系列病原体与不良妊娠及季节密切相关$

"关键词#

!

6+NM,

'

!

巨细胞病毒'

!

不良妊娠'

!

季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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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23##

"

%$!!

#

$25!$%"5$(

D-5;

>

,+,9<(3!(75,4,9<L"3IM+-<47:+9-9<K9B4-+-NA5-

?

=89A

!

642,3'*

G

,3

!

#

!"#$8,3(

!

#

%674H3(

)

!

#

-.8,3(

)

!

#

I"#$E&B(*>,

!

#

:4$B,*<'(

)

%

$

!J0/

A

3K?5/(?'

=

D/<,;3>-3L'K3?'K

+

#

%J0/

A

3K?5/(?'

=

7L@?/?K,;@

3(<$

+

(/;'>'

)+

#

#3(

=

3(

)

6'@

A

,?3>

#

:'B?&/K(D/<,;3>4(,M/K@,?

+

#

$B3(

)

C&'B#!$#!#

#

E&,(3

%

&

DE,:657:

'

!

"E

*

47:+F4

!

67EFO>89E

D

H9>9=>BH9>87?6+NM,

$

97̂7

'

H8GH

#

B:K>AAHOEB:8

#

@

<

97G>

D

HA7OEB:8

#

=>B

'

>8

OEB:8

%

EF?>@9E7FEF@=EA;5K>HBEF

D

5H

D

>HF;

'

B>

D

FHF9J7G>FEF[:HF

D

C=7:HF;>̂

'

A7B>9=>B>AH9E7F8=E

'

HG7F

D

HKF7BGHA

'

B>

D

FHF@

<

#

;E??>B>F98>H87F8HF;9=>6+NM,EF?>@9E7F)G4:89H,

!

>̀;>9>@9>;9=>6+NM,5S

D

.?B7Ga:F%$$297

a:F%$!$

#

8>B:G8HG

'

A>8?B7G&$$@=EA;5K>HBEF

D

5H

D

>J7G>FHF;%1!(

'

B>

D

FHF9J7G>F

$

%&""JE9=F7BGHA

'

B>

D

FHF5

@

<

HF;!(&JE9=HKF7BGHA

'

B>

D

FHF@

<

%

J>B>9>89>;K

<

T*S0-)34,A;:,

!

6=>

'

78E9EO>BH9>7?M.V5S

D

.EF9=>

'

B>

D

FHF9

J7G>FJH8#)"&4

#

J=E@=JH8=E

D

=>B9=HF9=H97?79=>B

'

H9=7

D

>F8

$

F

$

$)$#

%

)6=>979HA

'

78E9EO>BH9>7?6+NM,5

S

D

.EF

'

B>

D

FHF9J7G>F

$

!!)!(4

%

JH88E

D

FE?E@HF9A

<

=E

D

=>B9=HF9=>BH9>EF@=EA;5K>HBEF

D

5H

D

>J7G>F

$

&)#$4

%

)-AA

9=>6+NM,5S

D

.HF9EK7;E>8=H;8E

D

FE?E@HF9;E??>B>F@>K>9J>>F9=>HKF7BGHA

'

B>

D

FHF@

<

HF;F7BGHA

'

B>

D

FHF@

<

$

F

$

$)$#

%

)6=>979HA

'

78E9EO>BH9>7?6+NM,5S

D

.HF;9=>

'

78E9EO>BH9>7?6+_

#

M.V

#

,0V

#

#

,0V

$

5S

D

.EF8

'

BEF

D

HF;8:GG>BJ>B>=E

D

=>B9=HF9=>7F>8EFH:9:GFHF;JEF9>B

$

F

$

$)$#

%

)6=>

'

78E9EO>BH9>7?NYV5S

D

.EF8

'

BEF

D

HF;

JEF9>BJH8=E

D

=>B9=HF9=>7F>EF8:GG>BHF;H:9:GF

$

F

$

$)$#

%

)I9-7;A,+9-

!

[:HF

D

C=7:HB>H=H8H=E

D

=M.VEF5

?>@9E7FBH9>EF

'

B>

D

FHF9J7G>F)6=>BH9>7?6+NM,EF?>@9E7FEF

'

B>

D

FHF9J7G>FE8=E

D

=>B9=HF9=>BH9>EF@=EA;5

K>HBEF

D

5H

D

>J7G>F)6=>

'

H9=7

D

>F87?6+NM,HB>@A78>A

<

B>AH9>;97HKF7BGHA

'

B>

D

FHF@

<

HF;8>H87F8)

&

J4

>

K96H,

'

!

6+NM,

(

!

@

<

97G>

D

HA7OEB:8

(

!

HKF7BGHA

'

B>

D

FHF@

<

(

!

8>H87F

!!

6+NM,

是指一组广泛传播的可引起先天性宫内感染及

围生期感染而导致围生儿畸形的病原微生物#其中
6

指弓形

体$

6+_

%,

N

指风疹病毒$

NYV

%,

M

指巨细胞病毒$

M.V

%,

,

指单纯疱疹病毒$

,0V

%)孕妇是
6+NM,

病原体的易感人群#

感染后病原体可以通过胎盘及产道感染胎儿或新生儿#从而导

致宫内胎儿流产,死胎,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先天畸形,新生儿中

枢神经的损害等不良后果*

!

+

#临床上统称为
6+NM,

综合征)

随着优生优育技术的发展#

6+NM,

检查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列

为婚前必查项目)本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育龄妇女和妊

娠妇女进行
6+NM,5S

D

.

抗体检测#了解和比较其阳性率#探讨

不良妊娠,不同季节与
6+NM,

感染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1!(

例妊娠妇女#其中
%&""

例健康妊娠#

!(&

例不良妊娠#不良妊

娠主要包括流产,早产,胎儿畸形,死胎,胚胎停育,免疫缺陷病

等(同时选择查体的育龄妇女
&$$

例作为对照$平均每月随机

选择
#$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广州市及周边区县#静脉抽

血
(

!

#G*

并分离血清待检)

$)/

!

试剂与方法
!

采用爱尔兰
6BEFE9

<

公司提供的
6+NM,

T*S0-

试剂盒#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分别检测血清中
6+_

,

NYV

,

M.V

,

,0V

#

及
,0V

$

的特异性
S

D

.

抗体#实验结果

比色采用
>̀AA8@HF.b(

自动酶标仪#波长
3#$FG

)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0L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与处理#统计学方法为
%

% 检验)

/

!

结
!!

果

/)$

!

妊娠妇女与育龄妇女
6+NM,

感染检测结果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

*HK.>;MAEF

!

.H

<

%$!!

!

V7A)1

!

Q7)2

"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3"

%)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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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妊娠妇女中#

M.V5S

D

.

的阳性率为
#)"&4

#远远高于

其他病原体的
S

D

.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妊

娠妇女的
6+NM,5S

D

.

总阳性率$

!!)!(4

%高于育龄妇女的

总阳性率$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妊娠妇女

的
M.V5S

D

.

阳性率$

#)"&4

%高于育龄妇女的
M.V5S

D

.

阳

性率$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而其他病原体

的
S

D

.

阳性率妊娠妇女和育龄妇女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F

%

$)$#

%)

表
!

!

育龄妇女和妊娠妇女
6+NM,

感染

!!!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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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6+_ NYV M.V ,0V

#

,0V

$

合计

育龄妇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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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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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妇女
%1!(%1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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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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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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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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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妊娠与健康妊娠妇女
6+NM,

感染检测结果
!

见

表
%

)不良妊娠妇女所有
6+NM,

项目的
S

D

.

阳性率均明显

高于健康妊娠妇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

表
%

!

不良妊娠和健康妊娠妇女
6+NM,

感染

!!

检测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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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V

$

不良妊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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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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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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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妊娠妇女
6+NM,

感染检测结果
!

见表
(

)广

州地区
6+NM,

感染受到季节影响明显#春,夏季
6+NM,5

S

D

.

总阳性率明显高于秋,冬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6+_

,

M.V

,

,0V

#

及
,0V

$

的
S

D

.

阳性率春,夏季

高于秋,冬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NYV5S

D

.

阳性

率冬,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季#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

表
(

!

不同季节妊娠妇女
6+NM,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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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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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_ NYV M.V ,0V

#

,0V

$

合计

春季
&%% !!

$

!)""

%

1

$

!)%2

%

&(

$

!$)!(

%

!1

$

%)12

%

%!

$

()(1

%

!!&

$

!1)%3

%

夏季
"1% !(

$

!)&&

%

!

$

$)!(

%

&!

$

")1$

%

%!

$

%)&2

%

%%

$

%)1!

%

!!#

$

!#)%2

%

秋季
"&3 (

$

$)(2

%

(

$

$)(2

%

%!

$

%)"#

%

1

$

!)$#

%

1

$

!)$#

%

31

$

&)#$

%

冬季
&3# !

$

$)!&

%

!$

$

!)##

%

!"

$

%)&3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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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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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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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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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妊娠期妇女由于内分泌改变和免疫力下降易发生原发

6+NM,

感染或潜在的病原体激活而发生复发感染)感染对

孕妇本身影响较小#多数自身症状轻微#甚至无明显症状#但是

孕妇体内的病原体可通过胎盘或产道传播感染胎儿#引起早

产,流产,发育迟缓,死胎或畸胎等)

6+NM,

是对胎儿危害最

大的病原微生物*

%

+

)

6+NM,5S

D

.

抗体阳性表明机体目前处

于近期或急性感染期#对胎儿影响巨大#所以
S

D

.

的检测备受

关注)

6+_

病是一种人畜共患性疾病#

6+_

广泛分布于羊,猫,

鼠,狗等动物体内或含有卵囊的土壤中#可经粪口以及接触,垂

直,获得性感染等途径传播)

6+_

胎儿宫内感染可造成先天

性
6+_

病#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脑积水,脑内钙化以及脉络膜

视网膜炎等*

(

+

)本文中
%1!(

例孕妇的
6+_5S

D

.

阳性率仅为

!)$$4

#低于其他病原体的
S

D

.

阳性率#同时也低于文献*

3

+

和*

#

+的报道#可能与近年来居民卫生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和

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善有关)

NYV

是一种
NQ-

病毒#经呼吸道传播#也可经密切接触

传播#其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好发于冬,春季*

&

+

)本文中

%1!(

例孕妇的
NYV5S

D

.

阳性率在冬,春季显著高于夏,秋

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符合
NYV

的流行特点)孕

妇原发感染
NYV

可经胎盘垂直传播给胎儿#对胎儿各器官造

成损害#引起流产,早产以及先天性风疹综合征)但是孕妇传

播给胎儿的感染率随着孕期的进展而降低#文献*

"

+报道在妊

娠
&

周内感染者胎儿
!$$4

受影响#妊娠
!%

周后感染者胎儿

#$4

受影响#其中
!#4

!

#$4

可发生畸形)因此妊娠期确定

NYV

感染的时间非常重要)

M.V

是一种人类疱疹病毒组中的
/Q-

病毒#普遍存在

于自然界中#是目前公认的最常见的导致宫内感染的病毒*

1

+

#

本文中妊娠妇女的
M.V5S

D

.

阳性率为
#)"&4

#远远高于其他

病原体的
S

D

.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孕妇

M.V

感染率高可能是妊娠期特异性免疫功能下降#尤其是细

胞免疫功能下降所致)本文中妊娠妇女的
M.V5S

D

.

阳性率

$

#)"&4

%高于育龄妇女的
M.V5S

D

.

阳性率$

%)#$4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F

$

$)$#

%)妇女初次感染后可产生特异性抗体#

但体内有少部分病毒潜伏#易复发)母婴垂直传播是
M.V

的

重要传播途径#包括宫内感染,产道感染,出生后感染)宫内感

染以妊娠最初
(

个月胎儿感染率最高#妊娠后期胎儿感染率逐

渐降低*

2

+

)

M.V

感染后可导致流产,早产,死胎,发育迟缓,胎

儿畸形等#还可通过母乳,唾液,尿液及阴道分泌物造成围生期

感染)

,0V

是一种
/Q-

病毒#分为
#

,

$

两种类型)

,0V

是通

过性传播的病原体#主要传染源是生殖器疱疹患者和无症状的

病毒携带者*

!$

+

)孕妇
,0V

传播给胎儿以经产道感染最为常

见#占
1$4

以上)经产道感染的新生儿病死率高达
"$4

以上#

幸存者多数遗留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

!!

+

)近年来
,0V

感染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本文中孕妇
,0V

#

和
,0V

$

的
S

D

.

阳性

率分别为
!)"34

和
!)1#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地区性传

播疾病对孕妇,胎儿和新生儿的危害增加#我国其他地区也有

,0V

感染明显增加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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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M,

感染在围生医学中称为
6+NM,

综合征#呈世界

性分布#发病率很高*

!%

+

#且孕妇是
6+NM,

病原体的易感人

群)本文中
%1!(

例妊娠妇女的
6+NM,5S

D

.

总阳性率

$

!!)!(4

%显著高于
&$$

例育龄妇女的总阳性率$

&)#$4

%#同

时高于相关文献报道中妊娠妇女的总阳性率*

3

+

#提示孕妇

6+NM,

感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应引起各级医疗卫生部门的

重视#加强
6+NM,

感染的预防诊治工作)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不良妊娠妇女所有
6+NM,

项目的
S

D

.

阳性率均明显高

于健康妊娠妇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胎儿畸形

率,流产,早产率及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显著增高#进一步表明

6+NM,

系列病原体与胚胎和胎儿发育的密切关系)另外

6+NM,

感染受到季节影响明显#春,夏季
6+NM,5S

D

.

总阳

性率和
6+_

,

M.V

,

,0V

#

及
,0V

$

的
S

D

.

阳性率明显高于

秋,冬季#而
NYV5S

D

.

阳性率冬,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季)

6+NM,

感染是引起胎儿宫内感染及新生儿缺陷的重要

原因#我国是胎儿先天畸形或缺陷发生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6+NM,

综合征对胎婴儿的严重危害应受到妇产科,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育龄妇女进行
6+NM,

感染常规筛查#无活动感染时受孕可降低宫内感染的风险)怀

孕后在不同时期进行复查#及早发现不良妊娠#对感染者除给

予必要的药物治疗外#应密切观察胎儿发育情况#发现异常应

及时终止妊娠)由于目前对
6+NM,

病原体感染的治疗还没

有统一的方法#因而提倡以预防为主#广泛宣传
6+NM,

感染

的危害#尤其要加强对孕妇的宣传教育和连续监测#保证出生

婴儿健康成长#从而达到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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