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包括拔牙(佩戴矫治器或者防护牙托(

+[-

技术(扩展牙弓(

间隙保持(接受定期检查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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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首胎孕妇及二胎孕妇的
:̂ ]4$

临床感染情况

林立鹏*

!刘泽滨*

!王
!

斌*

!陆学东+

!黄威霖+

"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0*5///

#

+,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福田医院检验医学部!深圳
0*5/..

$

!!

摘
!

要#目的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7%)'

$检测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首胎孕妇&二胎孕妇各
+//

例血清中的
:̂ ]4$

抗

体!将结果数据进行对比!了解
+

组人群的感染情况!及
+

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

采用
X7%)'

检测
+

组人群血清中的弓形

虫病毒"

:̂ h

$&巨细胞病毒"

4V&

$&风疹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

$

.

&

$)&

'

的
%

Q

抗体'结果
!

对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

的结果进行比较!数据显示(

+

组孕妇血清的总
%

Q

V

&

:̂ h?%

Q

V

&

4V&?%

Q

V

&

]&?%

Q

V

&

$)&

.

?%

Q

V

&

$)&

'

?%

Q

V

&

:̂ h?%

Q

e

&

4V&?

%

Q

e

&

]&?%

Q

e

&

$)&

.

?%

Q

e

及
$)&

'

?%

Q

e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

组人群的总
%

Q

V

阳性率差异较小"

S,

KK

,

值为

/,5."

$!在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中!

$)&

.

?%

Q

V

的阳性率差异较大"

S,

KK

,

值为
/,*-+

$!

]&?%

Q

e

的阳性率差异一般

"

S,

KK

,

值为
/,0**

$!其他项目差异较小"

S,

KK

,

值均大于
/,#0

$'结论
!

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的
:̂ ]4$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0

$!且除
$)&

.

?%

Q

V

&

]&?%

Q

e

外!其他项目的阳性率差异较小'二胎孕妇总
%

Q

V

阳性率比首胎孕妇高!尤其是
]&?

%

Q

V

&

$)&

.

?%

Q

V

&

$)&

'

?%

Q

V

!临床上仍需重视孕妇的
:̂ ]4$

检查!尤其是二胎孕妇'

关键词#

:̂ ]4$

#

!

首胎孕妇#

!

二胎孕妇#

!

阳性率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0

"

+/*#

$

/5?**#"?/.

!!

:̂ ]4$

是先天性宫内感染及围生期感染而引起围产儿

畸形的病原体缩称#包括弓形虫病毒$

:̂ h

&(风疹病毒$

]&

&(

巨细胞病毒$

4V&

&(单纯疱疹病毒$

$)&

&和其他病原体$

D̂E?

F;J

#如梅毒螺旋体(带状疱疹病毒等&'母体感染
:̂ ]4$

后#

将会通过母婴垂直传播途径#引起宫内感染#导致胎儿的生长

发育异常#因此孕妇常规检查检测
%

Q

e

和
%

Q

V

抗体$即优生十

项&非常有必要'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二胎孕妇已显著

增多#本研究通过检测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血清中
:̂ ]4$

抗体#了解两者的
:̂ ]4$

感染情况为临床上的优生优育#尤

其是二胎孕妇的优生优育提供数据支持'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T0

月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妇幼保健院产检的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各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美国
3I@:FA

公司的
X7h5//

酶标仪(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7H9VFN4MIB

!

'

L

;IM+/*#

!

&@M,*-

!

=@,5



金坛市恒丰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的
.# f

恒温水浴箱'

X7%)'

试剂盒购于德国
&%]%̂ =?)X]%̂ =

公司'

$,'

!

检测方法
!

采集孕妇外周血
+P7

#

.///;

"

PIB

离心
0

PIB

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7%)'

&捕获法检测

%

Q

V

抗体#

X7%)'

夹心法检测
%

Q

e

抗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

盒说明进行#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1

!

结果判定
!

通过测定
(̂

值比较
4

"

^

计算出风险程度'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S,

KK

,

值作为
+

组人群检测结果差异大

小的评价标准$

&

/,#0

表示差异较小#

'

/,-

表示差异较大#

$

/,-

!%

/,#0

表示差异一般&'

/

!

结
!!

果

本研究中#测得首胎孕妇血清的总
%

Q

V

阳性率为
.5,06

#

二胎孕妇血清的总
%

Q

V

阳性率为
-.,/6

#经
0

+

检验分析显

示!

+

组孕妇血清的总
%

Q

V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

&#差异较小$

S,

KK

,Z/,5."

&'单独分析!

]&?%

Q

V

(

$)&

.

?%

Q

V

(

$)&

'

?%

Q

V

(

4V&?%

Q

e

(

]&?%

Q

e

(

$)&

.

?%

Q

e

(

$)&

'

?%

Q

e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5

(

/,#/!

(

/,..0

(

/,.*0

(

/,-#-

(

/,*.*

(

/,/!

#

!

$

/,/0

&%首胎孕妇与二胎

孕妇血清的
]&?%

Q

V

(

$)&

.

?%

Q

V

(

$)&

'

?%

Q

V

(

4V&?%

Q

e

(

]&?%

Q

e

(

$)&

.

?%

Q

e

(

$)&

'

?%

Q

e

阳性率中#仅
$)&

.

?%

Q

V

及
]&?%

Q

e

的阳性率差异较大$

S,

KK

,Z*,5*0

(

/,*-+

(

/,".*

(

*,/*

(

/,0**

(

+,+5!

(

.,0.#

&'具体结果见表
*

(

+

'

表
*

!!

首胎孕妇
%

Q

抗体检测结果%

(Z+//

'

%

Q

抗体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百分比$

6

&

:̂ h?%

Q

V / +// /,/

4V&?%

Q

V / +// /,/

]&?%

Q

V +5 *#+ *-,/

$)&

.

?%

Q

V .5 *!+ *",/

$)&

'

?%

Q

V ** *5" 0,0

:̂ h?%

Q

e . *"# *,0

4V&?%

Q

e *"" * "",0

]&?%

Q

e *#- +! 5#,/

$)&

.

?%

Q

e *#/ ./ 50,/

$)&

'

?%

Q

e *# *5. 5,0

表
+

!!

二胎孕妇
%

Q

抗体检测结果%

(Z+//

'

%

Q

抗体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百分比$

6

&

:̂ h?%

Q

V / +// /,/

4V&?%

Q

V / +// /,/

]&?%

Q

V .5 *!+ *",/

$)&

.

?%

Q

V -* *0" +/,0

$)&

'

?%

Q

V # *". .,0

:̂ h?%

Q

e . *"# *,0

4V&?%

Q

e *"# . "5,0

]&?%

Q

e *!" .* 5-,0

$)&

.

?%

Q

e *5/ +/ "/,/

$)&

'

?%

Q

e +" *#* *-,0

'

!

讨
!!

论

:̂ ]4$

为世界性感染性疾病'孕妇在妊娠期间#由于内

分泌系统改变等因素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尤其是
:

淋巴细

胞免疫功能减弱#易发生
:̂ ]4$

原发性感染或是潜在的病

毒活化复发感染'当胚胎感染严重时#可能会不能继续发育导

致流产)

*

*

'通过
:̂ ]4$

的
%

Q

V

与
%

Q

e

的检测#可有效反映

出孕妇目前的状况#达到预防目的'检测
%

Q

V

可反映人群近

期感染情况#而
%

Q

e

可反映人群的既往感染和抗感染能力'

4V&

感染人体后大多数呈亚临床期或潜伏感染#可侵犯

全身各器官#成人感染巨细胞病毒后可引起肝炎(肺炎#孕妇获

得感染后可造成胎儿受损(引起胎儿发育不健全(先天性免疫

缺陷(智能低下#丧失听力(视力损伤等'

:̂ h

感染后可引起

肺弓形体病(脑积水等疾病#孕妇感染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新

生儿先天性弓形体感染#出现过期产儿(流产等'

]&

通过呼

吸传染#由于症状不重#所以常受忽略'孕妇在妊娠
+/

周前感

染
]&

#胎儿致畸发生率较高'成人及儿童感染
]&

则会引起

皮疹'先天性感染
]&

#会引起先天性耳聋(智力障碍(先天性

心脏病和眼异常'

$)&

.

(

$)&

'

患者中#

"/6

的感染为
'

型

感染#该病毒通过性接触传播#胎儿感染一般为经产道感染#影

响新生儿的皮肤与黏膜#常有皮肤水泡(结膜炎等症状)

+

*

'

根据数据显示#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的血清检测结果中#

总
%

Q

V

阳性率都达到
.5,06

(

-.,/6

#虽然两者的差异较小#

二胎孕妇的总
%

Q

V

阳性率仍高于首胎孕妇#临床上仍需重视

二胎孕妇的优生优育筛查'其中#首胎孕妇的检测结果中以

$)&

.

型
%

Q

V

阳性率最高#第
+

位为
]&?%

Q

V

#第
.

位为
$)&

'

?%

Q

V

#二胎孕妇的检测数据与首胎孕妇基本一致'二胎孕

妇的检测结果中除
$)&

'

?%

Q

V

的阳性率低于首胎孕妇#其余

检测结果均高于首胎孕妇#且以
]&?%

Q

V

的结果差异最大#二

胎孕妇比首胎孕妇高
06

'

1;HNEHB

)

.

*研究尼泊尔地区中的

:̂ ]4$

感染#总
%

Q

V

达到
0#,56

%

)H;FE

等)

-

*研究伊朗地区

中的
:̂ ]4$

感染#总
%

Q

V

为
*!,.6

%彭碧等)

0

*研究显示#我

国四川省绵阳地区总
%

Q

V

达到
+,*06

%巫翠云等)

!

*研究显示#

海南省海口地区总
%

Q

V

达到
**,.56

'各地区总
%

Q

V

阳性率

区域性差别较大#但本研究中
+

组人群的总
%

Q

V

阳性率均不

低#二胎孕妇总
%

Q

V

阳性率更高#提示临床监测工作不能松

懈#尤其是对二胎孕妇的
:̂ ]4$

检测'

在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的检测结果中#

4V&?%

Q

V

均无阳

性#而
4V&?%

Q

e

阳性率分别达到
"",06

(

"5,06

#证明
+

组人

群对于巨细胞病毒的抗感染能力均较强'

+

组人群的
]&?%

Q

e

阳性率较高#分别达到
5#,/6

(

5-,06

#差异稍大$

S,

KK

,Z

/,0**

&'

]&?%

Q

V

阳性率分别为
*-,/6

与
*",/6

#虽首胎孕

妇的阳性率与二胎孕妇差异较小$

S,

KK

,Z*,5*0

&#但二胎孕

妇的
]&?%

Q

V

阳性率比首胎孕妇高#且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的

%

Q

V

阳性率都位居第
+

#提示临床对
]&

的感染不容松懈#尤

其二胎孕妇'肖兵等)

#

*研究表示#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对
]&

的

易感率不同#

./

!

-/

岁为
]&

的感染高危期#这与本研究中

]&

检测结果阳性的孕妇年龄段相符#而这个年龄段也正是二

胎孕妇所处的年龄段'

+

组人群中均未发现
:̂ h?%

Q

V

阳性#且
:̂ h?%

Q

e

阳性率

分别为
*,06

(

*,06

#提示
+

组人群的现感染率与既往感染率

都处于较低水平'有学者提出提出#

:̂ h

感染与猫感染情况

和地区卫生有关系#也可能因生食肉类而引起
:̂ h

感染)

5

*

'

女性在孕期期间与宠物的近距离接触及进食生肉类食物#是
+

组人群的
:̂ h?%

Q

V

及
:̂ h?%

Q

e

阳性率的主要原因'

本次研究中#

+

组人群的
$)&

.

?%

Q

V

阳性率分别达到

*",/6

(

+/,06

#高于比
$)&

'

?%

Q

V

阳性率的
0,06

(

.,06

#

而且二胎孕妇的
$)&

.

?%

Q

V

阳性率高于首胎孕妇#

$)&

'

?

%

Q

V

阳性率低于首胎孕妇'同时#在
$)&?%

Q

e

检测中#

+

组人

群
$)&

'

?%

Q

e

阳性率分别为
5,06

(

*-,06

#说明
+

组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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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感染率均较低%

$)&

.

?%

Q

e

阳性率分别达到
50,/6

(

"/,/6

#说明
+

组人群的既往感染率均较高#且二胎孕妇的

$)&

.

?%

Q

e

(

$)&

'

?%

Q

e

更高'

+

组人群的
$)&

.

?%

Q

V

阳性

率差异较大$

S,

KK

,Z/,*-+

&#且二胎孕妇阳性率更高#提示在

临床上应加强对二胎孕妇妊娠期间的
$)&

.

?%

Q

V

检测#加强

可能引起不良妊娠结局的筛查'二胎孕妇的
$)&

'

?%

Q

V

阳

性率低于首胎孕妇#可能与其
$)&

'

?%

Q

e

阳性率较高有关'

虽然
+

组人群的
$)&

'

?%

Q

V

阳性率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仍

需注意
$)&

'

病毒的高致畸性'

3;@CB

等)

"

*报道孕妇无症状

生殖道
$)&

'

阳性率为每
*///

次分娩
+

!

-

例#剖宫产新生

儿
$)&

'

?%

Q

V

阳性率为
*,+6

#而阴道分娩时为
#,#6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

&#说明剖宫产可降低新生儿
$)&

'

?

%

Q

V

阳性率#但生产过程中需注意产儿经产道生产时引起的感

染'多数文献表示#

:̂ ]4$

感染中
$)&

的感染均以
'

型为

主#而本研究中
+

组人群
%

Q

V

阳性率中均以
$)&

.

?%

Q

V

最

高'

$)&

.

型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主要通过接触患者分泌

物和空气飞沫传播)

*/

*

'近年来#

$)&

.

型引起的生殖器官感

染患者数量逐步上升#其中不良性行为是重要的传染途径)

**

*

#

也可能是引起
$)&

.

?%

Q

V

感染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孕

期检查可增加对
$)&

.

?%

Q

V

的关注#避免由其引起的不良

后果'

本研究数据显示#

+

组人群总
%

Q

V

阳性率较高#临床仍应

重视孕妇孕期的
:̂ ]4$

检测'首胎孕妇与二胎孕妇的

:̂ ]4$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除
$)&

.

?

%

Q

V

(

]&?%

Q

e

外#其他项目阳性率差异较小#但二胎孕妇总

%

Q

V

阳性率高于首胎孕妇#其中以
]&?%

Q

V

(

$)&

.

?%

Q

V

(

$)&

'

?%

Q

V

为主'临床应加强针对二胎孕妇的优生优育检

查#尤其是相对于首胎孕妇
%

Q

V

抗体阳性率有所升高的项目#

避免其对二胎孕妇及其产儿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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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理念对腹腔镜结肠癌切除术后疼痛)炎性反应和

胃肠功能的影响

黄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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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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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快速康复护理理念的应用对腹腔镜结肠癌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
!

选取结肠癌患者
*.!

例!按照入

院日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围术期处理行腹腔镜结肠癌切除术!观察组以快速康复护理理念为基础进

行围手术期护理及健康教育!比较
+

组患者术后疼痛&炎性反应&胃肠功能恢复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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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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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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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观察组
4]1

"

*5,+"U*+,*!

$

P

Q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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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术后肛门恢复排气时间&恢复普食时间及第
*

次排便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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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肺部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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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肺部感染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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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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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对腹腔镜结肠癌手术患者采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能有效改善其炎性反应

发生的情况!加快胃肠功能的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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