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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育龄期妇女及孕妇弓形虫感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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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温州地区育龄期妇女及孕妇弓形虫感染情况，为预防弓形虫先天性感染提供参考资料。

方法　收集５７７份婚前体检的育龄期妇女及２２９份孕妇体检静脉血标本，分离血清，采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弓形虫特异性抗体ＩｇＧ和ＩｇＭ，以ＯＤ４９０≥ｃｕｔｏｆｆ值定为阳性。结果　５７７份育龄期妇女血清中弓形

虫特异性抗体ＩｇＧ阳性标本４５２例，阳性率为７８．３４％；弓形虫特异性抗体ＩｇＭ 阳性标本３例，阳性率为０．５２％。

２２９份孕妇血清中弓形虫特异性抗体ＩｇＧ阳性标本１７１例，阳性率为７４．６７％；弓形虫特异性抗体ＩｇＭ阳性标本１６

例，阳性率为６．９９％。结论　温州地区妇女人群（育龄期妇女和孕妇）弓形虫隐性感染较为普遍，而孕妇ＩｇＭ抗体

阳性的新近感染率明显高于育龄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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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形虫感染多为隐性感染，孕期首次感染弓形虫，不论有

无临床症状，均可通过垂直传播导致胎儿出现先天缺陷或先天

弓形虫病［１３］。为了解温州地区育龄期妇女及孕妇弓型虫感染

状况，本研究对５７７名婚前常规检查的育龄期妇女及２２９名孕

妇进行了弓形虫特异性ＩｇＧ、ＩｇＭ 抗体的检测，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温州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育龄期妇女、孕妇以

及温州市中心血站育龄期妇女及孕妇静脉血标本，育龄期妇女

标本５７７份，年龄１８～３０岁，平均年龄２４岁；孕妇标本２２９

份，年龄２３～３６岁，平均年龄２８岁，血清标本－２０℃保存

待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人血清弓形虫

ＩｇＧ以及ＩｇＭ抗体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上海研生生化试剂有限

公司，批号（２０１１０１２５、２０１１０２１６），试剂盒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ＥＬｘ８００全自动酶标检测仪为美国ＢＩＯＴＥＫ公司产品。

１．３　方法　采用间接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具体操作按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分别设阳性对照、阴性对照、空白对照及待测血清，每

孔加样１００μＬ，设３个复孔；在ＥＬｘ８００全自动酶标检测仪４９０

ｎｍ波长下测定光密度（ＯＤ）值。

１．４　结果判定　以ｃｕｔｏｆｆ值（阴性对照＋２×标准差）为阈值，

检测结果大于或等于ｃｕｔｏｆｆ值判为阳性。

２　结　　果

２．１　孕妇标本检测结果　间接ＥＬＩＳＡ检测２２９份育龄期妇

女血清，弓形虫特异性ＩｇＧ 抗体阳性 １７１ 例，阳性率为

７４．６７％，弓形虫特异性ＩｇＭ 抗体阳性 １６ 例，阳性 率 为

６．９９％。１６例阳性标本中１１例为ＩｇＧ抗体阳性，风险率为

３１．２５％。

２．２　育龄期妇女标本检测结果　５７７份育龄期妇女血清，弓

形虫特异性ＩｇＧ抗体阳性４５２例，阳性率为７８．３４％，弓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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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ＩｇＭ抗体阳性３例，阳性率为０．５２％。

３　讨　　论

中国弓形虫感染人数达 ６１００ 多万，育龄妇女感染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万人。怀孕前３个月感染弓形虫，可导致４０％的

新生儿发生先天缺陷，如永久性神经损害、早产和视觉功能障

碍等［３４］。孕妇弓形虫感染的预防非常重要，怀孕期间首次感

染弓形虫形成的原虫血症可通过垂直传播破坏胚胎发育，但怀

孕前感染弓形虫建立的免疫力通常可有效阻止孕期再次感染

弓形虫造成的垂直传播［５７］，说明机体产生抗弓形虫免疫是有

保护性的。

本研究中温州地区育龄期妇女及孕妇大多数呈现继往感

染，说明人群中弓形虫隐性感染较为普遍，因而对弓形虫的垂

直传播具有免疫力。２２９份孕妇血清标本中１６份呈现弓形虫

特异性ＩｇＭ抗体阳性，感染率约６．９９％，表明为新近感染，１６

份ＩｇＭ阳性标本中１１份为ＩｇＧ阳性，其可能的不良妊娠风险

率为３１．２５％。但育龄期妇女弓形虫特异性ＩｇＭ 抗体阳性率

仅为０．５２％，新近感染率明显低于孕妇。

弓形虫宿主范围非常广泛［８９］，本实验结果也显示人群隐

性感染率普遍较高，随着饲养宠物的家庭数量激增，其危险隐

患将会更为严重。另外，本实验也显示了值得关注的现象：育

龄期妇女弓形虫新近感染率明显低于孕妇，此现象是否带有共

性特点、何原因造成孕妇与育龄期妇女急性感染明显不同等问

题有待解释。为提高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开展孕前和

孕期弓形虫感染的监测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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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血清 ＵⅡ水平随着肝病的发展而逐渐升高，可

作为综合评价肝纤维化的潜在指标之一，同时可作为慢性乙型

肝炎病情发展的评估依据之一，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及肝

硬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ＡｍｅｓＲＳ，ＳａｒａｕＨＭ，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ＪＫ，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ｕｒｏｔｅｎ

ｓｉｎⅡｉ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ｖａｓｏ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ｏｒａｎｄａｇｏｎｉ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ｏｒ

ｐｈａ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ＰＲ１４［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９，４０１（６７５０）：２８２

２８６．

［２］ 陈素贤，罗萍，李才．尾加压素Ⅱ的非血流动力学作用及

其在某些疾病中的意义［Ｊ］．中国病理生理杂志，２００７，２３

（８）：１６５４１６５７．

［３］ ＤａｉＨＹ，ＫａｎｇＷＱ，Ｗ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１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

Ⅱ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ｉｂｒｏ

ｂｌａｓｔｓ［Ｊ］．ＲｅｇｕｌＰｅｐｔ，２００７，１４０（１２）：８８９３．

［４］ 王平凡，杨国嵘，薛永杰，等．尾加压素Ⅱ在肺纤维化中的

表达及意义［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０８，２６（１４）：１３３１３４．

［５］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病毒

性肝炎防治方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０，８（４）：３２４

３２９．

［６］ ＢｏｓｃｈＪ．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ｔｈｅｂｉｇｐｉｃ

ｔｕｒｅ［Ｊ］．Ｊ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７，４１（Ｓｕｐｐｌ３）：２４７

２５３．

［７］ ＧａｔｔａＡ，ＢｏｌｏｇｎｅｓｉＭ，ＭｅｒｋｅｌＣ．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ｒ

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Ｍｏ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ｅｄ，２００８，

２９（１２）：１１９１２９．

［８］ ＬｅｉｆｅｌｄＬ，Ｃｌ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ｌｌｅｒＪ，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ｒｏ

ｔｅｎｓｉｎⅡ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ｉｎｈｕｍａｎ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ｄｆｕｌ

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ｃ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ＤｉｇＤｉｓＳｃｉ，２０１０，５５（５）：１４５８

１４６４．

［９］ ＨｅｌｌｅｒＪ，ＳｃｈｅｐｋｅＭ，Ｎｅｅｆ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ｕｍｔｅｎｓｉｎⅡ

ｐｌａｓｍａ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０２，３７（６）：７６７７７２．

［１０］ＴｚａｎｉｄｉｓＡ，ＨａｎｎａｎＲＤ，ＴｈｏｍａｓＷＧ，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Ⅱ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Ｊ］．ＣｉｒｃＲｅｓ，２００３，９３（３）：２４６

２５３．

［１１］ＪａｎｉｃｋｉＪＳ，ＢｒｏｗｅｒＧＬ，ＧａｒｄｎｅｒＪ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Ｒｅｖ，２００４，

９（１）：３３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２）

·２６３２·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１０卷第１８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