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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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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地妊娠妇女传染性疾病的感染情况!探讨妊娠妇女传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检测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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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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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孕产妇进行产前传染性疾病血清标

志物的检测!能够及早发现阳性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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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优育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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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传染性疾病能导致流产,畸胎,死胎,早产,胎儿出

生缺陷,新生儿死亡等不良结局+为了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

质#了解本地妊娠妇女传染性疾病的情况#对来本院作孕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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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以便对阳性患者尽早应用药物治疗并

采取必要的优生指导#降低胎儿宫内感染提高优生率#现将检

测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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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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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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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主要是通过血液,性接触,母婴接触等方式传

播#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疾病的发展

也在加速+对孕产妇孕期做以上四项传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

更为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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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感染,分娩时产道感染和产后的母乳喂养及母婴之间密切接

触感染#感染途径多#故感染机会明显增多#新生儿感染率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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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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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携带率+临床医生应根据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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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态#采取加强婴儿免疫接种#指导哺乳或人工喂养等多项

措施#以减低母婴传播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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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与疫苗

预防接种措施#所以尽早了解孕妇对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状

况#及时实施母婴隔离#切断母婴传播#降低丙型肝炎病毒的感

染率+目前#我国梅毒和艾滋病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本文调

查中#孕产妇梅毒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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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文献报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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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治疗#阻断母婴传播#减少先天性梅毒患儿+这次调

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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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对

孕产妇进行必要的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主动接受孕期

艾滋病筛查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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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组引起胎儿宫内感染并致畸或发育异常的常见病原体#这

组病原微生物均能通过胎盘垂直传给胎儿#还可通过孕妇下生

殖道逆行播散#引起胎儿感染以及胎儿分娩时的围生期感染+

如在妊娠头
(

个月感染可造成胎儿畸形,死胎,流产,早产及新

生儿后天的智力,精神发育异常等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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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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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略

低#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地理,气候,环境的差异以及检测方法,

使用的试剂盒不同#其阳性检出率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本

地区感染率虽不是较高#但其总阳性率也达
"#5(O

#是不容忽

视的+对孕前
(

个月妇女进行
*PQ,F

筛查是非常有必要#如

发现感染应积极治疗#待
*PQ,F0K

=

X

转阴后再考虑怀孕#可

降低宫内感染的风险+新近感染
*PQ,F

病原体的早,中孕

期孕妇#因胎儿感染的概率相对较大#可结合定量
L,Q

技术检

测
*PQ,F

#必要时可终止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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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传染性疾病感染的控制应以预防为主#加强对

育龄妇女的宣传教育#避免和减少易感因素的接触+对孕产妇

早期进行传染性疾病检测#有利于及早发现,及时采取有效的

防治措施#阻断母婴传播#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及减少病

残儿的出生率#对提高优生优育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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