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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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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输血前传染标志物)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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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

炎病毒"

H!V

$%梅毒螺旋体"

6#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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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及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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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该院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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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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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孕产妇
1

种输血前传染病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分析孕产妇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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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染病标志物的阳性率及人口学特征!比

较
1

种指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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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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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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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点关

注&年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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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住院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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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阳性率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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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防控人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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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

的监测和预防有利于避免相关疾病的垂直传播!推进优生优育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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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液传播疾病是输血安全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亦能经母

婴垂直传播#对胎儿健康乃至生命构成威胁'因此#孕产妇输

血前传染病标志物检测对全面推进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具

有重要意义'

$***

年#国家卫生部颁发了,临床输血技术规

范-#明确输血前应对受血者进行血液传播疾病病原体检查%随

着我国/二孩政策0全面实施及妇幼健康工作不断深化#了解妊

娠妇女输血相关传染性疾病的情况和人口学特征#有利于更好

地为妇幼健康服务'为此#对本院
$*%%f$*%,

年住院孕妇输

血前感染性标志物进行检测#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OV

&*

梅毒螺旋体$

6#

&*丙型肝炎病毒体$

H!V

&和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

HNE/

=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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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f$*%,

年本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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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

院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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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S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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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HOV

抗原抗体诊断试剂$酶联免疫法#北

京科卫临床诊断试剂有限公司&*

6#

抗体诊断试剂$酶联免疫

法#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甲苯胺红不加热

血清试验$

6ReI6

&试剂$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6##/

试剂盒$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

H!V

抗体诊断试剂盒$酶

联免疫法#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酶标仪$

Ie.5

ROIW

&*圣德利超纯水机*微量震荡仪$

d̂5$*%!

&*隔水式电热

恒温培养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全自动快速立式洗板机

$郑州基波新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柜$

Z7CBF%$+,

#百乐科

技有限公司&*离心机$

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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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BT

#分离血清#严格控制

标本血清质量#避免溶血*脂血*黄疸'

HOV

抗原抗体*

H!V

抗体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TOI/

&'

6#

抗体采用

WTOI/

和
6ReI6

两种方法#

6ReI6

试验用生理盐水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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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倍比稀释#再测反应素#以阳性反应的最高稀释度作为反应

素的滴度'

6#

抗体
WTOI/

检测为阳性的标本进一步做
6#5

#/

进行确诊'

HOV

抗原抗体阳性标本送重庆市渝中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确诊'

HNE/

=

采用美国雅培
D$***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进行测定'乙型肝炎病毒
-./

定量采用罗氏
TD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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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进行测定'以上试验均严格按照试剂盒和仪器的使

用说明书在有效试用期内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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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均使用
I#II%)(*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O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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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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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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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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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孕产妇输血
1

项传染病标志物总体阳性

率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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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本院孕产妇共计
'%,4&

例'

,

年来#孕妇输血前
1

项传染病标志物总阳性率逐年下降趋势

$

!

%

*(*,

&#其中
H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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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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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呈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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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H!V

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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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输血前
1

项传染病标志物阳性率%

2

&

年份
(

总阳性率
HOV 6# H!V 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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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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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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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孕产妇输血前
1

项传染病标志物阳性率比较

分析
!

不同年龄组孕产妇
HOV

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不同年龄组
6#

*

H!V

*

HNE/

=

的孕产妇阳性率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大于
',

岁的孕产妇各

项检测的阳性率相对其他年龄段均上升%在
6#

和
H!V

检测

中#

$,

!

',

岁的孕产妇阳性率最低%在
HNE/

=

检测中#随着孕

产妇年龄减小#

HNE/

=

阳性率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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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产前输血前
1

项传染病

!!!

标志物阳性率%

2

&

年龄$岁&

( HOV 6# H!V HNE/

=

%

$, '4'* *(*1% %($,,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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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孕产妇
6ReI6

结果分析
!

'%,4&

例住

院孕产妇血清
6ReI6

阳性的有
%,%

例#阳性率仅有
*(14+2

#

其中滴度
'

%h+

的占阳性检出总数的
+&(1*'2

%

6ReI6

滴

度
&

%h+

占阳性检出总数的
%*(,&)2

'

,

年间仅
$*%'

年有
'

例孕产妇
6ReI6

滴度
&

%h)1

'见表
'

'

/(1

!

$*%%f$*%,

年孕妇乙型肝炎病毒$

HNV

&

-./

载量检

测结果分析
!

对
$*%%f$*%,

年共
%*)%

例住院孕妇进行了乙

型肝炎病毒
-./

载量的检测#其中检测结果
HNV-./

&

%i%*

' 的共计
$*1

例#总的阳性率为
%&($$42

%

HNV-./

&

%i%*

' 且低于
%i%*

) 的阳性率为
%1(&+,2

%

HNV-./

&

%i

%*

) 的阳性率是
1($1%2

'见表
1

'

表
'

!!

住院孕妇
6ReI6

滴度结果分布统计$

(

%

2

&'

年份
(

总阳性率$

2

& 滴度
'

%h+

滴度为
%h+

!%

%h)1

滴度
&

%h)1

$*%%

年
1'4+ *(&+$ 1*

$

*(&%1

&

'

$

*(*)+

&

*

$

*(***

&

$*%$

年
,4)% *(1'1 $'

$

*('&&

&

$

$

*(*',

&

*

$

*(***

&

$*%'

年
)%,& *(,*' $,

$

*(1*4

&

'

$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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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41$, *($&) $*

$

*($)&

&

$

$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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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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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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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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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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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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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孕妇
HNV-./

载量结果统计$

(

'

年份
(

检出阳性率$

2

&

HNV-./

%

%i%*

'

%i%*

'

'

HNV-./

%

%i%*

)

HNV-./

&

%i%*

)

$*%%

年
$*+ %)('14 %41

$

+'(),'

&

$'

$

%%(*,+

&

%%

$

,($+&

&

$*%$

年
$&+ %)(11' $1&

$

+'(,,4

&

$4

$

&(*)*

&

$$

$

4('+'

&

$*%'

年
%%4 %4(*&1 &4

$

+$(&*)

&

%+

$

%,('+,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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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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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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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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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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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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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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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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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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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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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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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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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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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
'%,4&

例住院孕产妇输血前
1

项传

染病指标进行分析'

1

种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各有特点#其

中阳性检出率以
HNE/

=

最高#

$*%,

年为
1(*$'2

#但低于我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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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HNE/

=

阳性率的平均水平
4(%+2

'

HNV-./

载量

大于
%i%*

) 更容易发生母婴垂直传播(

%

)

'通过表
1

可以发

现#

$*%,

年在本院进行乙肝病毒
-./

载量检测的孕妇中大于

%i%*

) 的例数仅占到
$(+,42

#说明本市
HNV

预防接种工作

成绩显著'

H!V

阳性母亲将
H!V

传播给新生儿的危险性约

$2

#若母亲在分娩时
H!VR./

阳性#则传播的危险性可高

达
12

!

42

(

$

)

'本院
$*%,

年孕产妇
H!V

阳性率为
%(1'42

#

明显高于我国一般人群
*(1'2

(

'

)

'而且近
,

年来#本院就诊

孕妇
H!V

阳性率呈递增趋势#这与
H!V

没有相关疫苗预防#

起病隐匿可能有关'妊娠期未经治疗的早期
6#

孕妇的母婴

传播率可达
4*2

!

%**2

#很容易造成流产*早产或死胎(

1

)

'

本地区孕妇
6#

感染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
$*%,

年
6#

的感

染率仍然有
%(*+42

'本市
HOV

阳性孕妇虽然患者数量不

多#但每年
HOV

新发患者数大幅上升#防控形势仍非常严

峻(

,

)

'

1

种传染性疾病均能够通过母婴垂直传播危害婴儿健

康甚至生命#输血前相关传染病筛查是降低这一危害的重要

手段'

相关研究报道
HNE/

=

*

H!V

*

6#

阳性患者数与年龄有显

著相关性(

)

)

'在本院不同年龄阶段的孕妇中#

H!V

与
6#

的

阳性率在
$,

!

',

岁最低#这或许与选择在
$,

!

',

岁生育的孕

妇对输血前
1

项标志物的了解和关注度较高#因而相关的高危

行为较低有关'接种
HNV

疫苗是预防
HNV

感染的最有效方

法#本地区
HNE/

=

的阳性率在小于
$,

岁年龄组最低#这与我

国卫生部于
%&&$

年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有着密

切的关系'而
',

岁以上的孕妇#

HNE/

=

*

H!V

与
6#

的阳性

率显著上升#是本研究重点关注和防控人群'

$*%,

年的,慢性

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提到对于新生儿单采用
HNV

疫苗母婴垂

直传播的阻断率就高达
+4(+2

#对妊娠相关情况处理的推荐

也更加详细#特别增加了妊娠中后期如果检测
HNV-./

载

量大于
$i%*

)

e

"

BT

#可于妊娠第
$1

!

$+

周开始给予替诺福

韦酯*替比夫定或拉米夫定治疗#并且在治疗*给药*哺乳*接种

等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

#

4

)

'

$*%,

年的,慢性丙型肝炎

防治指南-也对儿童治疗指征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

)

'这为预

防
HNV

和
H!V

母婴垂直传播及新生儿的后续治疗有着重要

的指导作用'对于感染
6#

的孕产妇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经过

长效青霉素规范治疗#

&&(,2

的婴幼儿可以避免感染(

+

)

'

$**,

年卫生部推荐的,艾滋病诊疗指南-中提出对
HOV

感染的母婴

垂直传播的有效措施为产科干预
\

抗病毒药物干预
\

人工喂

养#可使母婴垂直传播降为
%2

(

&

)

'由此可见孕产妇输血前检

查传染病筛查的重要性#因此应加强筛查力度并对传染性疾病

阳性患者采取相关措施并积极治疗#尽可能阻断母婴垂直传

播#降低新生儿感染率'

总之#对孕妇输血前传染病标志物检测有利于被感染孕妇

和胎儿的早期诊治'通过不断地努力#我国输血前传染病的阳

性率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仍然很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

孕产妇输血前检查的筛查力度#更要不断落实和完善相关预防

措施和新生儿的治疗方案#更好地预防其垂直传播'

参考文献

(

%

) 王贵强#王福生#成军#等
(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年更新版&(

^

)

(

临床肝胆病杂志#

$*%,

#

'%

$

%$

&!

%&1%5

%&)*(

(

$

)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

更新

版&(

^

)

(

中华传染病杂志#

$*%,

#

''

$

%$

&!

%&$5%&1(

(

'

) 陈红松#窦晓光#段钟平#等
(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

年

更新版&(

^

)

(

泸州医学院学报#

$*%)

#

$&

$

$

&!

%&)%5%&4&(

(

1

) 韦海春
(

梅毒阳性孕妇及性伴梅毒感染分析(

^

)

(

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

$*%$

#

$$

$

%4

&!

'4)+5'4)&(

(

,

) 马迪辉#张彦琦#周亮#等
(

重庆市
$**)f$*%$

年艾滋病

高危人群
HOV

"

/O-I

流行情况分析(

^

)

(

第三军医大学学

报#

$*%,

#

'4

$

4

&!

)+&5)&$(

(

)

) 周政#毛和香#骆建君
(

住院输血前血源性感染疾病的检

测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1

#

%%

$

%,

&!

$*&'5$*&1

#

$*&4(

(

4

) 曾映夫#林潮双
(

乙型肝炎病毒
-./

检测在孕期的应用

(

^

"

!-

)

(

中华产科急救电子杂志#

$*%1

#

'

$

'

&!

%,&5%)$(

(

+

) 连炬飞#黄瑞玉#刘紫菱#等
(

妊娠合并梅毒早期诊断及干

预治疗对优生优育的临床意义(

^

)

(

中国妇幼保健#

$*%,

#

'*

$

4

&!

%*1+5%*,*(

(

&

)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
(

艾滋病诊疗指南

第三版$

$*%,

版&(

^

)

(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

#

+

$

,

&!

'+,51*%(

$收稿日期!

$*%)5%%5$4

!!

修回日期!

$*%45*%5%,

&

$上接第
%'+1

页&

(

%)

)

UF

=

99T/

#

#9@E/

#

H9@9GFU

#

9:F@(-DF

=

>7EDE

#

9KF@JF5

:D7>

#

F>8 BF>F

=

9B9>:7M:<9<

A?

9C:9>EDK98DE7C89CE7M

?

C9

=

>F>;

A

!

9X9;J:DK9EJBBFC

A

(

^

)

(̂ YPE:9:0

A

>F9;7@

!F>

#

$*%1

#

')

$

,

&!

1%)511%(

(

%4

)巩纯秀#黄慧
(

小于胎龄儿的诊断和治疗(

^

)

(

实用儿科临

床杂志#

$**&

#

$1

$

$*

&!

%)$$5%)$1(

(

%+

)丰有吉#沈铿
(

妇产科学(

U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44(

(

%&

)郝利霞
(

妊娠剧吐
'*

例临床分析(

^

)

(

中国实用医药#

$*%1

#

&

$

$%

&!

%)&5%4*(

(

$*

)韩洁#陈永立#高慧#等
(

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认知情况及

治疗延迟的相关因素分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15$)+,(

$收稿日期!

$*%)5%$5$%

!!

修回日期!

$*%45*$5%+

&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TFPU98!@D>

!

UF

A

$*%4

!

V7@(%1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