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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山东地区儿童
&U)*'

病原体感染情况及分布模式!为预防和诊断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
"

#

!7

岁儿童外周血标本!并根据年龄分组!利用化学发光法进行
&U)*'

抗体免疫球蛋白
%

"

O

M

%

#和
&U)*'

抗体免疫球蛋白
^

"

O

M

^

#检测!统计阳性率%结果
!

!"!"

例儿童血清
&U)*'

"

*%W

$

'PW

$

)W

$

&Ua

#

O

M

%

抗

体阳性率分别为
!,5$.6

$

/5""6

$

!5/$6

$

"5."6

!合并感染率为
#5776

&

&U)*'

'巨细胞病毒"

*%W

#$单纯疱疹病毒"

'PW

#$风

疹病毒"

)W

#$弓形虫"

&Ua

#)

O

M

^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5""6

$

$25",6

$

7$5!.6

$

"5,/6

&

*%W

和
'PW

感染者所占比例较高!

&Ua

感染率最低%结论
!

山东地区
"

#

!7

岁儿童
&U)*'

感染较普遍!且以
*%W

感染为主!

&Ua

少见!同时存在合并感染%

&U)*'

检测对预防和治疗病原体感染具有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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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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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筛查&

!

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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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即巨细胞病毒$

*%W

%*单纯疱疹病毒$

'PW

%*风

疹病毒$

)W

%*弓形虫$

&Ua

%的英文缩写#最初由
XDC9EDG

等

提出#将 能 导 致 先 天 性 宫 内 感 染 的 病 原 微 生 物 概 括 为

&U)*'

'近年来#

&U)*'

感染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妊娠期女

性
&U)*'

感染可通过垂直传播给胎儿#造成胎儿肢体发育

不全*眼和脑部损伤*皮肤病变#甚至病死(

!=2

)

'感染后#孕妇免

疫系统产生一系列抗体#通过胎盘传递给发育中的胎儿#且在

出生后一段时期内依然有该抗体的存在(

#

)

'与此同时#儿童非

细菌性感染性疾病明显增多#由于缺乏临床表现的特异性#致

使较高的误诊和误治率#因此#非细菌性感染性疾病的早期确

诊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7

)

'随着生活习惯的提高和改变#

&U)*'

感染模式也不断改变#现对山东地区儿童
&U)*'

感

染情况进行探讨#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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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门诊和住院儿童的
&U)*'

检测标本#年龄
"

#

!7

岁#男

7$+

例#女
#.#

例'根据年龄分为
2

组!新生儿组$

"

#

.$K

%

!,$

例*婴儿组$

./K

至
!

岁%

.$,

例*

!

岁以上组$

%

!

#

!7

岁%

7#7

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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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O-OPUX

全自动免疫化学发光分析仪#以

及全部
&U)*'

配套试剂与质控品#由意大利
ZEDP:AEF

公司

生产'索灵诊断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原装试剂#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5'

!

方法
!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的静脉血#分离血清#置
#]

冰

箱保存#

#$C

内完成检测'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 检验#

$

$

"5"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2

组儿童
&U)*'

各项目检测结果比较
!

!"!"

例儿童

血清
&U)*'

免疫球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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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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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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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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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 率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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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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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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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

"

!"!"

%#各阳性率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_

!252!

#

$

$

"5"!

%#

*%W=O

M

%

感染率最高#

'PW=O

M

%

和
)W=

O

M

%

次之#

&Ua=O

M

%

最低#合并感染率为
#5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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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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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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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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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O

M

^

*

)W=O

M

^

*

&Ua=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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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 率 分 别 为
/"5""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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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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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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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儿童
&U)*'

各项目检测结果比较

检测项目 阳性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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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O

M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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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儿童
&U)*'

感染模式的分布结果比较
!

*%W

和

'PW

感染者所占比例较高#其他
.

种病原体感染比例较低'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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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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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儿童各项目
#

种结果模式分布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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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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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儿童
&U)*'

总感染率结果比较
!

对于
O

M

%

抗体#

2

组儿童血清
*%W=O

M

%

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75"+6

$

/

"

!,$

%*

."5.!6

$

7$

"

.$,

%*

!,5,26

$

$/

"

7#7

%&

&Ua=O

M

%

阳性率最低#

分别为
"

*

"5,"6

$

.

"

.$

%*

"

#且
2

组
*%W=O

M

%

和
'PW=O

M

%

阳

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对于
O

M

^

抗体#

2

组儿童血清
*%W=O

M

^

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5+26

$

!,.

"

!,$

%*

$/5."6

$

.7+

"

.$,

%*

$$5.+6

$

#$!

"

7#7

%&

&Ua=O

M

^

阳性

率最低#分别为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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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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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6

$

7

"

7#7

%#

2

组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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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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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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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感染阳性率结果比较#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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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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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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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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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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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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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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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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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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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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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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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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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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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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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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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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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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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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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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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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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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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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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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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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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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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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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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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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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PW

*

)W

*

&Ua

感染的新生儿和婴儿常具有相似

的临床表现#确诊依赖于病原学诊断'病原学诊断方法包括病

毒分离*基因诊断*血清抗体检测#其中血清抗体检测具有方法

简单*敏感性高*特异性强#可快速获得检测结果的优点'本研

究利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敏感性高#人为影响因素低#结果快速

准确#对山东地区
"

#

!7

岁儿童的
&U)*'

感染情况进行统计

与分析'

O

M

^

是唯一可通过胎盘的抗体#可通过母体传递给胎儿#

出生后血清
O

M

^

含量逐渐降低#

+

#

$

周至最低#若持续
+

个月

以上#则疑似宫内感染#若母亲血清
O

M

^

为阴性#则考虑为出生

后获得性感染'

O

M

%

抗体不能通过胎盘#

&U)*'=O

M

%

在抗原

刺激
.

#

2K

升高#持续
$

#

!.

周#其阳性提示病原体处于活动

感染期#机体处于急性感染阶段'因此#常把
O

M

^

阳性作为既

往感染#

O

M

%

阳性作为初次感染的诊断指标(

$

)

'

本研究数据显示#

*%W=O

M

%

*

'PW=O

M

%

*

)W=O

M

%

*

&Ua=

O

M

%

阳性率均明显低于同类
O

M

^

#说明大多数儿童为既往感

染'

&U)*'

总感染率以
*%W=O

M

%

$

!,5$.6

%为最高#

'PW=

O

M

%

$

/5""6

%次之#

)W=O

M

%

$

!5/$6

%及
&Ua=O

M

%

$

"5."6

%阳

性率最低'有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宁夏%

&U)*'

$

*%W

*

'PW

*

)W

*

&Ua

%

O

M

%

感染率为
!!57,6

*

.5$!6

*

!57.6

*

"5""6

#与本研究结果相近#且模式也相似(

/

)

'而与江浙地区

$新昌%!

+5,.6

*

"5$#6

*

"57,6

*

"5!,6

和华北地区$临汾%!

.5$76

*

"5""6

*

!5",6

*

"5""6

比较#较高(

!"=!!

)

'可能两者均

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检测#其敏感性相对较低造成检出率

较低'

&U)*'

感染儿童均以
*%W

为主#与本地区相符'有

调查发现#亚洲地区
&U)*'

垂直感染率较高(

!.

)

'提示各地

均应加强对孕产妇及婴幼儿的
*%W

筛查与诊断'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区儿童
*%W=O

M

^

*

'PW=O

M

^

阳性

率达
$"5""6

以上#提示存在既往感染#而两者具有潜伏活化

的特性#当机体免疫力低下时#易再次感染#且一旦感染#将持

续终身'

)W=O

M

^

和
&Ua=O

M

^

阳性说明机体具有免疫力#一

般不再感染(

.

)

'

)W

病毒主要经飞沫传播#人群对
)W

病毒普

遍易感'但本研究
)W

感染率明显低于
*%W

和
'PW

#这与近

年来该省卫生水平提高和个人防护意识加强#以及
)W

疫苗接

种有关'

&Ua

感染主要与宠物饲养*家畜有无接触史相关#可

通过接触含有卵囊的粪便而传染'本研究
&Ua=O

M

%

及
&Ua=

O

M

^

阳性率较低#说明在宠物饲养及与家畜的卫生安全方面已

引起广泛重视'本研究中有
#$

例儿童同时合并
.

或
2

种病原

体感染'有研究报道#

&U)*'

各种病原体之间可能存在相互

激活的作用关系#感染
!

种病原体后易发生另一种或几种病原

体同时感染#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

)

'

&U)*'

各项目感染模式统计分析#

&U)*'

检测为
O

M

%

$

4

%"

O

M

^

$

4

%的儿童发生近期感染#应进一步区别为原发感染

或再发感染#可通过进行
O

M

^

亲和力实验和病原体抗原及核酸

检测以确诊&

&U)*'

检测为
O

M

%

$

4

%"

O

M

^

$

!

%的儿童为近期

感染或急性感染#若
O

M

%

阳性*

O

M

^

阴性可能为急性感染窗口

期#但不排除由于自身抗体或类风湿因子等干扰因素而造成假

阳性#建议
.

周后复查#如果
O

M

^

阳转#则提示急性感染#否则

为假阳性&若两者都为阳性#可能为原发性感染或再感染#再做

O

M

^

亲和实验以鉴别(

!2

)

'

.

周后复查#

&U)*'

检测为
O

M

%

$

!

%"

O

M

^

$

4

%的儿童说明曾感染过或接种过疫苗#已具有相应

的免疫力#无需进一步检查&

&U)*'

检测为
O

M

%

$

!

%"

O

M

^

$

!

%的儿童为易感人群#可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的发生'

本研究
!"!"

例儿童按年龄分组显示#新生儿组特异性

*%W=O

M

%

*

'PW=O

M

%

*

)W=O

M

%

*

&Ua=O

M

%

阳性率明显低于其

他
.

组#可能是因为新生儿免疫功能尚未完善#对感染反应能

力差#产生
O

M

%

能力相对较弱#不排除由此造成假阴性的结

果(

!#

)

'新生儿组特异性
*%W=O

M

%

*

'PW=O

M

%

阳性率高于

)W=O

M

%

#而
&Ua=O

M

%

阳性率为
"

'新生儿组
&U)*'=O

M

%

感

染以
*%W

为主#与有关研究认为
*%W

是新生儿先天性宫内

感染最常见的因素所一致#

*%W

病毒感染的新生儿有多种临

床表现#大多会导致新生儿黄疸的发生(

!7=!+

)

'新生儿
'PW

感

染主要是分娩过程中被感染#因此还应加强对孕前及孕产妇的

&U)*'

检出率#以减少新生儿宫内感染的发生'婴儿组

*%W=O

M

%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
.

组#

*%W

感染与母乳喂养

和母婴接触密切相关'据报道#母乳
*%W

阳性婴儿的感染率

$

,$5/6

%显著高于人工喂养$

!!5/6

%'此外#

+

个月后从母体

获得的抗体逐渐较少#是导致
&U)*'

感染增加的另一可能

因素'

%

!

#

!7

岁儿童组同样以
*%W=O

M

%

和
'PW=O

M

%

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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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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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新生儿组
*%W=O

M

^

*

'PW=O

M

^

*

)W=O

M

^

*

&Ua=O

M

^

阳性率

明显高于其他
.

组#分别为
/+5+26

*

/.5,"6

*

/"5#76

*

!5!.6

'新生儿
O

M

^

抗体多来自母体#而孕妇感染
&U)*'

发

病不易发现#且目前尚无针对
*%W

*

'PW

*

&Ua

的有效疫苗#

孕产期女性在提高
&U)*'

检查的同时#应当加强卫生防护

措施#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降低
&U)*'

感染率#从而降低

新生儿感染率'

综上所述#山东地区儿童
&U)*'

感染率仍然较高#应当

加强育龄期女性
&U)*'

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孕前和孕期

&U)*'

检测#特别是血清学筛查#预防新生儿和婴幼儿

&U)*'

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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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检测的临床意义"

曾
!

强!李元宽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检验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

'0

1

#检测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

院进行诊治的
!.#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同期
+"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比较
.

组研究对象的血清
'0

1

$

叶酸$维生素
[

!.

水平%结果
!

研究组患者血清
'0

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而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则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

$

"5"7

#&研究组患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率"

#+5,,6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5226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0

1

上升!叶酸$维生素
[

!.

降低!说明高
'0

1

是原发性高血压的重

要危险因子!其检测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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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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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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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严重威胁健康#其发

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遗传因素或生活环境有关'高血压是

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处于进展状态的心血管疾病#会引起机体

与血管结构*功能的改变#因此治疗高血压疾病的原则在于尽

可能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

)

'目前#同型半胱氨酸

$

'0

1

%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0

1

能导致机体内皮细胞损伤#平

滑肌增生#血液稠度增加#与原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现对原

发性高血压与
'0

1

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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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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