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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主要是由梅毒螺旋体通过性交或从母体通

过胎盘传入#侵袭多系统*多器官的慢性传染性疾病#

为古老且经典的性病'早约
#+

世纪时#传入我国广

东岭南一带#当时称为.广东疮/.杨梅疮/#此后梅毒

肆意地向内地扩散'建国初期#梅毒在我国曾一度被

消灭'但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交流益日频繁#梅毒

重现#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再次成为影响人类健康

的重要疾病'随着实验室检测技术越来越先进#梅毒

检测技术已进入基因检测时代'基于梅毒的高感染

率及高端的检测技术#且珠海处于对外开放的口岸城

市'因此#现探讨珠海口岸地区孕妇梅毒和新生儿先

天性梅毒的发病率#以及其基因分型的关系#并对珠

海地区梅毒螺旋体基因分型进行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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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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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珠海市第二

人民医院建档孕妇的梅毒检测例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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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梅

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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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富士%和环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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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及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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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德国欧

蒙%检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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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被确诊为现状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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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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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阳性者血液#送技术

合作单位000珠海检验检疫局卫生保健中心#从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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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琼脂糖$上海生工%#图像分析仪$珠海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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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分型#提高了梅毒的检测手段#成为近期梅毒

流行病研究的热门方向'本研究探讨先天性梅毒的

基因型#主要是通过研究珠海口岸地区的孕妇人群及

其新生儿中的梅毒流行性情况#回顾性发现梅毒阳性

孕妇#大部分是外地流动人口#未参加孕前或孕期间

相关传染病的检查'在普及优生优育的时代#孕前和

孕期的相关检查非常必要#因为梅毒及时检查发现#

及时治疗#可以治愈'另外#虽然目前母婴阻断技术

方面比较成熟#但还是有一定的感染概率'本研究结

果表明#胎传的先天性梅毒可能与梅毒的基因亚型相

关!珠海地区孕妇及先天性梅毒的基因型主要是
#&?

型'与其他研究一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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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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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梅毒株的梅

毒血清固定$赖药性%#毒力及传染性都较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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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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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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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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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多

报道为欧洲$主要葡萄牙%流行广泛亚型株(

)0#"

)

'珠海

地区的出现可能原因!珠海地区为开放城市#且地处

出入境口岸地区#外来国外人员$主要葡萄牙人%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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