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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孕妇
!

种传染病检测有助于降低母婴

垂直传播风险!为临床合理治疗和早期干预提供依据!完善公共预防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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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检查是一项针对母婴垂直传播,预防传染性疾病的重

要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在孕妇产前完成孕妇的血清感染性标志

物的检测#帮助尽早确诊携带传染病病毒的患者#控制孕产妇

的病情发展#降低母婴垂直传播和新生儿传染病发生率#对医

源性传播和医院感染可及时避免和预防#同时也可规避医务工

作者发生职业感染#也是优生优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

*

+据文

献整理记载#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病毒和梅毒均可通过

母婴传播感染#梅毒可导致胎儿的全身感染#甚至畸形胎,流

产,早产或死胎儿#受到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病毒感染

的孕妇#会使婴儿成为病毒的隐形携带者或感染者#威胁胎儿

的发育和新生儿的正常生长#因此需有效干预#并将作为孕,产

妇传染病检测的
!

项主要内容)

.

*

+本次研究中#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佛山市基层医院孕妇的临床资料#

并对
!

种传染病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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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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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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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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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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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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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年$

++""

例%孕妇的临床

资料#作为本次的临床研究对象+产妇年龄
+"

!

./

岁#平均

$

."(/Q#+(-

%岁+试验要求)

!

*

!$

#

%所选的孕妇均为空腹状态

下搜集
!FM

静脉血#并于
+D

内接受相关检测($

+

%乙肝表面

抗原$

KY6*

8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KIT

%

#

"

+

抗体,丙型肝炎

病毒$

KJT

%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MI%*

%#排除单次检

验阳性标本#阳性检测标本要求需符合临床确诊标准($

.

%经医

院医学伦理会批准后#对临床资料进行搜集和汇总分析+

$(/

!

方法
!

选取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KY6*

8

,

抗
,KIT

,梅毒抗体$

0&,*>

%,抗丙型肝炎病毒$抗
,KJT

%检测

试剂#判读选用芬兰雷勃
F̂,.

全自动酶标仪#采用日本富士

生物公司提供的梅毒螺旋体乳胶凝集试验+要求所选试剂均

经过卫生部的生物鉴定所批示#且处于食用有效期内#试验过

程中均严格遵循试剂盒的说明书完成操作+其中
KY6*

8

和

抗
,KIT

的检测方法为
VMI%*

#抗
,KIT

的检测方法为酶联免

疫双抗原夹心法并需疾病控制中心遵循.全国
KIT

检测管理

规范/进行确定#

0&,*>

检测方法为酶联免疫双抗原夹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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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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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黎红娟#女#大专#主管技师#主要从事医学检验的研究+



先行确定后再通过
0&&*

试验确认+阳性率$

O

%

X

阳性检查

结果数"标本检测总数+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以
3Q?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经统计后发现#

KY6*

8

和抗
,KJT

的阳性比逐年降低#抗
,

KIT

和
0&,*>

的阳性比逐年升高(孕妇的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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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结果分析得出#由于一次性注射器的广泛使用和

群体义务献血的推广#乙型肝炎病毒,

KJT

,梅毒和艾滋病病

毒已经成为
!

种主要通过母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也是优生优

育政策实行的重点内容#需加强临床实施力度)

)

*

+国内的梅毒

发病率和艾滋病的携带率均明显提高#威胁胎儿的正常发育#

易造成患儿宫内感染)

$

*

+因此#本次研究中对
!

种传染病的检

测结果进行了临床分析#并为临床处理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提供一定依据+

我国作为乙型肝炎高发区的人群感染率高达
-("-O

#乙

型肝炎母婴传播方式包括宫内传播,分娩期的产道感染和出生

后母婴的日常接触传播#婴儿的感染概率极高#携带乙型肝炎

病毒的孕妇所生婴儿#如未接受免疫预防措施的单项
KY6*

8

阳性孕妇分娩的婴儿中#有
!"O

!

)"O

在
$

个月内为
KY6*

8

转阳#乙型肝炎
5

抗原和
KY6*

8

同时阳性孕妇分娩的婴儿中#

有
-"O

在
$

个月内为
KY6*

8

转阳#在孕娠晚期对
KY6*

8

阳

性的孕妇应用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被证实可明显避免乙型肝

炎病毒的母婴传播)

',/

*

+本次研究中#

!

项传染病检测中#

KY,

6*

8

在
+"##

!

+"#!

年的阳性率均为首位#但是随着医疗保健

内容的推广#近几年的阳性率有所下降#提示应进一步宣传和

推广乙型肝炎的预防健康知识及乙肝的预防接种+

丙型肝炎是一种由
KJT

感染引发的全球性传染病#具有

极强的隐匿性的高危性#被誉为医源性感染的隐形杀手#且

KJT

感染患者均会引发系列不良结局+据调查#

')O

!

/)O

的
KJT

感染患者可能转为慢性#约
+)O

的
KJT

感染患者将

转为肝硬化和肝癌#对患者危害较重)

-

*

+本研究显示#

+"##

!

+"#!

年的
KJT

的感染率正逐年降低#表明已初步获得临床控

制+近几年来#我国不断完善输血制度#对
KJT

进行有效筛

查#杜绝了输血相关的传播途径+同时#有
'"O

!

/"O

的患者

可经早期治疗后获得治愈#均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母婴传播+然

而由于约有
+O

的抗
,KJT

阳性母亲可能传播给婴儿#需加强

检测+

多项分析表明#自从我国于
#-/)

年发现首位
KIT

后#

KIT

的感染率正逐年攀升#包括高危人群和普通群众#其中约

有
-"O

的
KIT

感染儿童为母婴垂直传播的结果#另约有
!"O

的
KIT

感染胎儿发生畸形和死亡+本次研究显示#

+"##

!

+"#!

年的
KIT

的感染率同前期调研结果一样为逐年升高#需

采取有效措施+美国专家指出#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同剖宫产,

非哺乳喂养等综合措施#可将
KIT

感染孕妇的母婴垂直传播

概率降为
+O

#有着重大的临床意义+此外#本次研究中的

KIT

感染率仅仅为
+($#O

#仍为低发区#这需要在成为高危病

区前加大
KIT

防治的相关宣传和教育活动#并对孕妇进行相

关内容的防治教育+

梅毒螺旋体在检测中#由于梅毒螺旋体在机体感染后的两

种抗体分为非特异性类脂质抗体和特异性抗体螺旋体抗体+

由于较多干扰因素可影响非特异性抗体的检测#因此临床要求

同时做酶联免疫双抗原夹心法筛查试验和
0&&*

确证试验#

确保试验的准确性+多本医学杂志指出#梅毒螺旋体感染比正

逐年增高#于本次研究结果相符合#提示应提高对相关内容的

重视#避免不科学性交带来的传染+同时应建议孕妇于早期行

梅毒的血清学筛查#有助于对梅毒病毒的早预防,早确诊和早

治疗#阻碍梅毒的传播+

综上所述#

+"##

!

+"#!

年基层医院孕妇乙型肝炎病毒,

KJT

,梅毒和艾滋病
!

种传染病检测结果的分析可帮助相关

部门更好掌握其的变化趋势和变化规律#并为早期筛查和检疫

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数据支持#同时进行合理的早期干预从

而降低这
!

种传染病的母婴传播风险#是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

的重点实践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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