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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临床上将迎来众多孕产妇和新生

儿#在威胁孕产妇及新生儿健康的各种因素中#感染是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而无乳链球菌$

HVN

&又是重要的病原体之一'

自
$/*-

年#

RB

@

报道了
*

例死于无乳链球菌引起的产后心内

膜炎的病例以来#

HVN

在西方国家的感染率逐渐上升#是引起

产妇和新生儿感染的最常见致病菌#更有报道称其是间接导致

发达国家围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
HVN

感染率稍低#

但近年来研究显示其感染率有上升的趋势#在临床上引起感染

的比例不可忽视)

$

*

'

HVN

可引起孕产妇败血症#子宫内膜炎#

产褥感染#晚期流产(早产等疾病#并可引起新生儿败血症#脑

膜炎#肺炎等疾病)

%

*

'本文就
HVN

生物学特性(对孕产妇及新

生儿疾病的影响以及临床检测方法的研究现状及进展#将以

综述'

$

!

HVN

的生物学性状

!!

+

1HVN

主要来自于牛和人#人型毒力更强#常可引起肺炎(

泌尿系统感染(软组织感染等'

HVN

为
+

溶血型链球菌#常寄

居于人类的下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中#为革兰染色阳性成对或

短链状排列的条件致病菌#大多数携带者无明显的症状'根据

细胞壁型特异性荚膜多糖抗原$

N

物质&将
HVN

分为
(

个血清

型#即
"

;

(

"

P

(

"

>

(

#

(

$

(

*

和
0

型'其中
$

型毒力最强)

*

*

#

可产生多种外毒素和溶组织酶#引起严重感染'

/

!

HVN

对孕产妇妊娠结局的影响的研究进展

!!

由于孕期机体的免疫功能减低#孕妇中的
HVN

的携菌率

较高'美国和北欧等国家孕妇携菌率相似)

'

*

#约
,.

!

*,.

%

而国内研究表明#国内孕妇
HVN

携菌率约
%&'.

!

$)&$.

'各

年龄携菌率无明显差异#但种族和地区的差异比较大#

HVN

的

检出率受较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采集的样本质量(检测时间(检

测方法等)

,

*

'妊娠妇女感染
HVN

的高危因素包括肥胖(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期糖耐量减低(多次妊娠(多个性伴侣(肿瘤患

者等'孕产妇
HVN

感染性疾病主要包括绒毛膜羊膜炎(子宫

内膜炎(败血症(泌尿道感染(产褥感染(化脓性关节炎等'

/&$

!

HVN

对胎膜早破和早产的影响
!

胎膜破裂发生在正式

产程之前称为胎膜早破#是产科较为常见的并发症'对于

HVN

与胎膜早破和早产有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仍存在争议'

但有报道称#感染是胎膜早破和早产的主要原因#其中
HVN

的

感染是导致的胎膜早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

*

'孕妇生殖道中

的
HVN

可上行感染胎膜#通过炎性细胞的吞噬作用和蛋白酶(

胶质酶等物质的侵袭作用#导致胎膜早破'朱敏等)

(

*研究数据

表明#

HVN

感染的孕妇易发生胎膜早破和早产#胎膜早破的孕

妇的
HVN

阳性率高于正常孕妇的#但早产只与孕晚期的
HVN

感染有关#与孕中期和孕早期无明显关系'但也有不少研究提

示孕妇
HVN

感染与胎膜早破无直接关系#王建红等)

-

*报道#通

过收集胎膜早破孕妇
-(,

例的阴道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等研

究#共检出
+)

例
HVN

阳性孕妇#阳性率为
+&/.

'孙丹华等)

/

*

研究也指出胎膜早破(早产(产褥感染与
HVN

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这与国内其他文献对
HVN

与胎膜早破和早产的关系报道

相似'对于
HVN

的感染是否与孕产妇胎膜早破和早产存在直

接相关关系#还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

/&/

!

HVN

与产褥感染的研究进展
!

HVN

是产褥感染的重要

致病菌之一'朱敏等研究表示#

HVN

培养阳性的产妇#其产后

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及败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
HVN

培养阴性

的产妇#临床表现多为发热#心率加快#腹痛腹胀#子宫复旧不

佳等症状#妇科检查发现子宫或附件压痛#体温超过
*-[

#往

往提示败血症的发生'在贺晶等)

$)

*研究报道中#在产科发热

患者的血培养所分离到的细菌中#

HVN

检出率高达
$$.

!

%$.

#在
HVN

培养阳性的妇女中行剖宫产#产后子宫内膜炎发

生率高达
+$&$.

#显著高于
HVN

培养阴性的产妇'国外文献

也表示#绒膜羊膜炎与患者阴道中
HVN

携菌相关)

$$

*

'

/&'

!

HVN

对晚期流产和死胎的影响
!

资料显示#

HVN

可引起

孕产妇晚期流产#其机制与早产相似#

HVN

培养阳性率与孕妇

晚期流产率成正比例相关'在发达国家#

HVN

感染引起的死

胎占
$).

!

%,.

#在发展中国家的比率明显增加'

HVN

(埃希

菌及解脲支原体为引起死胎的三大病原体#其发生机制可能与

胎膜破坏(母体感染等因素有关'

'

!

HVN

对新生儿的影响的研究进展

!!

新生儿感染
HVN

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
HVN

培养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PX7?IE45

!

JCE

@

%)$+

!

#3E&$*

!

T3&$'



阳性的产妇垂直传播给新生儿#另一种是婴儿出生经产道直接

感染获得#初生婴儿体表
HVN

携菌率与母体携菌率成正比例

相关)

$%

*

'产前母亲携带
HVN

其新生儿携带率高达
+,.

)

$*

*

'

研究显示在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中#

HVN

感染已成为新生

儿感染的首位病原菌#感染率分别高达
+$.

(

%-.

(

*).

#病死

率达
%).

!

,).

'在国内#贺晶等研究发现#围生儿细菌感染

中有
$+.

!

+$.

是
HVN

的感染#

HVN

也是引起新生儿感染的

主要病原菌#但导致的后果较西方国家的好#且预后较好)

$'

*

'

HVN

感染会引起新生儿肺炎(败血症(脑膜炎(中毒性休克等

疾病#目前主要根据临床特征(发病时间等分为三型#包括早发

型感染和迟发型感染及复发型感染#以前两者较多见'早发型

感染#多在
(

天内发病#母婴垂直传播为其主要传播途径#主要

临床表现为败血症'迟发型感染#多在
(

天后发病#传播途径

包括母婴垂直传播和出生后水平感染获得#主要临床表现为脑

膜炎'复发型感染是指新生儿
HVN

感染所致的败血症(脑膜

炎(肺炎等治愈后#间隔一段时间又发生与
HVN

感染相关的

疾病'

'&$

!

HVN

引发新生儿肺炎
!

新生儿肺炎是新生儿感染性疾

病中最常见的疾病#早发型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均高于晚发型患

儿)

$,

*

'

HVN

是引发新生儿肺炎的重要病原菌之一#主要经过

HVN

培养阳性的产妇垂直传播或新生儿经产道时感染'

HVN

引发的新生儿呼吸系统感染症状比较明显#可表现为呼吸困

难(发绀(呼吸窘迫(若治疗不及时甚至导致窒息而死亡'

'&/

!

HVN

引发新生儿败血症
!

新生儿败血症多以呼吸道症

状为主#包括气促(呻吟(青紫(吸气三凹征等临床症状#亦有发

热(反应差(惊厥等现象'郑直等)

$+

*对
$%

例新生儿早发型败

血症分析研究#新生儿
HVN

败血症
(,.

在出生后
+<

内发病#

/$&(.

在出生后
$%<

内发病'首发症状主要有气促(青紫(呻

吟#病情多危重#可合并多种疾病#如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肺出血(休克'病程中均出现白细胞数量异常和
I

反

应蛋白升高'研究数据均显示#新生儿感染
HVN

导致的败血

症起病早#病情严重#病死率较高#因此在临床上应做好
HVN

筛查和防治工作'

'&'

!

HVN

引发新生儿脑膜炎
!

HVN

引发的新生儿脑膜炎常

伴有败血症或继发于败血症#新生儿脑膜炎在临床上主要表现

为烦躁不安(哭闹尖叫(易激惹(严重者昏迷抽搐#有时伴反应

低下(嗜睡(拒奶等症状)

$(

*

'临床数据显示)

$-

*

!新生儿
HVN

脑

膜炎临床表现非特异性#住院时间长#易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

和后遗症#前者包括颅内出血(脑室扩张(硬膜下积液(脑积水

等#后者包括运动落后(癫痫等'

1

!

孕产妇和新生儿
HVN

感染的药物治疗

!!

IFNO

推荐
HVN

感染使用经验性青霉素抗菌性治疗)

$/

*

#青

霉素类抗生素一直以来作为
HVN

感染预防和治疗的首选药

物#至今为止尚未发现对青霉素耐药的菌株'体外药敏试验表

明#

HVN

对于青霉素(氨苄青霉素(头孢曲松(头孢噻肟(万古

霉素均敏感#敏感性可达
$)).

'但自
%))$

年起#

HVN

对克林

霉素(红 霉 素 的 耐 药 性 逐 年 上 升#敏 感 率 为
+)&).

和

'(&*.

)

%)

*

'马爽等)

%$

*对晚期妊娠感染的孕妇进行抗生素预

防性治疗#结果表明孕妇感染
HVN

在妊娠晚期给予抗生素治

疗对于胎膜早破和早产无明显作用#但可降低孕产妇宫内感染

和产褥感染的概率#并降低新生儿感染的概率'

HVN

携菌孕

妇应用敏感抗生素做预防性治疗#可有效改善妊娠结局#用药

时机应选在临产时或胎膜早破时'在对高风险产妇进行产时

抗生素治疗#可有效地降低新生儿
HVN

败血症的发病率)

%%

*

'

2

!

HVN

的检测方法

!!

HVN

的检测方法最常用的主要是细菌培养#其他方法还

包括免疫学方法(核酸探针检测(荧光原位杂交法(

"IG

等'

细菌培养作为传统的检测方法#因易于开展和价格便宜而广泛

应用于各个医院#但耗时长#需
%'

!

'-<

#且灵敏度较低'免疫

学方法主要是检测
HVN

的抗原#包括对流免疫电泳试验(乳胶

微粒凝集试验#酶联免疫试验等#耗时短且操作简单#但灵敏度

与细菌量相关#菌量少时检出率低'时春燕等)

%*

*研究报道#实

时
"IG

检测
HVN

的敏感度为
$))&).

#特异度为
//&+.

#实时

"IG

有望成为
HVN

常规的检测方法#同时国外研究也显示#实

时荧光
"IG

检测方法与标准的细菌培养方法在
HVN

检测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均达
/).

以上#已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

管理局的批准并应用于临床'而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

*

$

F0X"

&能特异性检测
HVN=;8

基因#其检测灵敏度是常规

"IG

的
$))

倍#并与实时荧光
"IG

方法相当#结果稳定且准

确#有望成为
HVN

快速检测的一种方法#但实验要求高#价格

较昂贵'目前#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在各大医院中用于筛查

细菌#平均
+

!

-<

就能得出结果#但成本高#设备昂贵#在中小

医院难以开展'因此#细菌培养仍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法'

)

!

结
!!

语

!!

临床防治上#关键在于尽早筛查出
HVN

携菌的孕产妇和

新生儿#减轻
HVN

感染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危害#因此研发能

满足临床筛查需要的试验方法也是目前的研究关键'同时在

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新时代#

HVN

的感染与妊娠次数(产妇年

龄(首胎新生儿及二胎新生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也是如今关

注的新方向'在
HVN

的感染的治疗上#近年发现它的耐药率

正在逐年上升'细菌疫苗)

%,

*是预防细菌感染的一种有效方

法#因此#相应的疫苗研究也是研究者一个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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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对查房病例疾病知识全面认识#再系统分析#查阅相关资

料$书籍$最后组织小组讨论等形式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及掌

握#从而促进了护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全面性%

%&'

结合
'&'

教学法提高了护生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与

团队合作精神%老年患者的特殊性需要患者$家属$医生$护士

更密切的沟通$协作%在老年科实施
%&'

教学法恰能为护生

搭建一个沟通$交流与协作的平台%护生收集资料#查阅文献

等过程均要通过团队合作$组内成员分工$集体讨论#整合意

见#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培养了护生的语言表达与沟通能

力#更有利于医$护$患的沟通#营造了良好的医疗秩序#提高了

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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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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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在教学查房

当天#提前半个小时由同学自己组织讨论#并且可选择一名学

生作为主持人#主持各组间对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和总结#最后形成一致意见%这样充分锻炼了护生的沟通表达

能力以及培养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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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让实习护生既能发挥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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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针对具有特

殊性的老年护理临床教学更适宜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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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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