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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优育检查中
G̀ E,/

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徐翠香!

!靳占奎"

!张丽洁&

!杨江存$

!沈
!

鑫A

&

"陕西省人民医院*

!#

陕西省临床检验中心#

"#

骨科病院#

&#

血液病研究实验室#

$#

输血科#

A#

妇产病院!西安
D!%%'C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优生优育检查中
G̀ E,/

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该院收治的不孕女性
!A%

例纳入观察组!另选取同期进行优生优育检查的女性
!A%

例纳入对照组!通过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两组女性血清中
G̀ E,/

抗体%结果
!

观察组女性巨细胞病毒
>;

0

(

抗体阳性率与单纯疱

疹病毒
>;

0

(

抗体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女性
G̀ E,/>;

0

X

抗体阳性率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
G̀ E,/>;

0

(

抗体阳性合并
G̀ E,/>;

0

X

抗体阴性发生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结论
!

G̀ E,/

感染检测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具有较大的社会

意义及重要的流行病学价值%

关键词"

G̀ E,/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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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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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是美国儿科学会提出的造成胎儿发育

异常或畸形的病原体英文首字母缩写#其中
G

为弓形

虫$

G̀ h

&%

`

指其他#如乙型肝炎与丙型肝炎病毒)梅

毒螺旋体)衣原体)滴虫等%

E

指风疹病毒$

Ê U

&%

,

指巨细胞病毒$

,(U

&%

/

指单纯疱疹病毒$

/WU

&

.

"

-

'

!

(

+

G̀ E,/

在人群中普遍易感#病原体能够通过

胎盘由母体传给胎儿#引发宫内感染#导致流产)胎儿

畸形及智力障碍等不良妊娠结局'

"

(

+本研究通过比

较优生优育女性及不孕不育女性人群
G̀ E,/

血清

检验结果来阐述优生优育检查中
G̀ E,/

抗体检测

的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不孕女性
!A%

例纳入观察组#纳入标准!$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C!C%!'$D

&%陕西省科技成果转移与推广计划
>

获奖成果转化项目$

"%!F,X/=>%F

&%陕西省人民医院院

内孵化基金项目$

"%!A%"A

&+

!!

作者简介!徐翠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免疫学方向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1>.@H8

!

!C!$F$F'"AA

$

!'&#K9.

+



研究期间出现妊娠结局者%$

"

&年龄
"%

"

$%

岁%$

&

&无

妊娠或流产史+另选取本院同期进行优生优育检查

女性
!A%

例纳入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排除标准!

$

!

&合并较为严重的身体疾病%$

"

&临床资料不全+观

察组女性年龄
"&

"

&$

岁#平均$

"C#F'B"#D$

&岁%汉

族
!$!

例#非汉族
F

例%干部
"&

例#工人
A'

例#农民

""

例#其他
$F

例+对照组女性年龄
""

"

&&

岁#平均

$

"C#$DB"#CC

&岁%汉族
!&C

例#非汉族
!"

例%干部
"!

例#工人
'%

例#农民
"&

例#其他
$'

例+两组研究对

象年龄)民族)职业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A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通过#纳入研究对象了解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仪器与试剂
!

G̀ h>;

0

(

抗体检测试剂盒#

Ê U>;

0

(

抗体检测试剂盒#

,(U>;

0

(

抗体检测试

剂盒#

/WU>;

0

(

抗体检测试剂盒$美国
G5H6H4

:

*H9>

43KM

公司&#酶标仪$南京德铁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水

浴箱$上海启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所有研究对象空腹
!"M

#于次日

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
&.T

于非抗凝试管内#

"%%%

5

"

.H6

离心
&.H6

#分离血清+通过静脉穿刺方式获得

血液时#血液中可出现凝块#但需尽快将血清从凝块

中分离出来+若标本含有颗粒物质)脂血)混浊或者

破裂红细胞#可通过过滤或者离心的方式进行处理+

若标本明显被微生物感染#或有高度溶血或高度脂血

现象则不能纳入检验+若采集标本不能及时进行检

测#于
Z"% [

条件下进行保存#但保存时间不超过

DN

#避免反复冻融+

$#'#/

!

检测方法
!

采用抗体捕获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1T;W+

&检测
G̀ E,/

抗体#在酶标板中加入经过稀

释的血清)临界值血清及阴阳性对照#于
&D[

条件下

温浴
$A.H6

后洗板#加入酶结合物#再次温浴洗板#

加入
G(*

进行显色#

!A .H6

后加入终止液#在

$%A6.

处进行读板+

$#1

!

观察指标
!

$

!

&试验阴性对照平均吸收值

$

V,h

&#即
$3

平均值#需满足
V,h

#

%#"

%$

"

&试验

弱阳性对照平均吸收值 $

,̀ ,h

&需满足
%#"

#

,̀ ,h

#

%#'A

%$

&

&

,̀ ,h

"

V,h

$

"

+上述
&

个条件均

成立则判定试验合格#反之#重新进行试验+

$#2

!

试验结果判定'

&

(

!

$

!

&阳性!标本孔
$3

值
%

!#!

%$

"

&阴性!标本孔
$3

值
#

%#F

%$

&

&

%#F

#

标本孔

$3

值
#

!#!

判定为可疑标本#需于
!

周后再次进行

抽血检测#判定阳性与阴性+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B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研究对象
G̀ E,/>;

0

(

抗体阳性检出情

况
!

观察组女性
G̀ E,/>;

0

(

抗体总阳性率为
!$#'Da

%

对照组
G̀ E,/>;

0

(

抗体总阳性率为
&#&&a

+观察组女

性
,(U>;

0

(

抗体阳性率与
/WU>;

0

(

抗体阳性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G̀ E,/>;

0

(

抗体阳性检出

!!!

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G̀ h>;

0

( Ê U>;

0

( ,(U>;

0

( /WU>;

0

(

观察组
!A% &

$

"#%%

&

"

$

!#&&

&

!%

$

'#'D

&

D

$

$#'D

&

对照组
!A% %

$

%#%%

&

!

$

%#'D

&

!

&

$

"#%%

&

!

$

%#'D

&

!

"

&#%&A %#&$& &#F$F $#AC&

! %#%C" %#A'" %#%$D %#%&"

/#/

!

两组研究对象
G̀ E,/>;

0

X

抗体阳性检出情

况
!

观察组
G̀ E,/>;

0

X

抗体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G̀ E,/>;

0

X

抗体阳性检出

!!!

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G̀ h>;

0

X Ê U>;

0

X ,(U>;

0

X /WU>;

0

X

观察组
!A% !

$

%#'D

&

F'

$

'$#%%

&

!!%

$

D&#&&

&

CC

$

AC#'D

&

对照组
!A% "

$

!#&&

&

!%&

$

'C#'D

&

!!A

$

D'#'D

&

FA

$

'&#&&

&

!

"

%#D&D %#D&" %#$$$ %#'FA

! %#&F" %#&F" %#A%A %#$%D

/#'

!

两组研究对象
G̀ E,/>;

0

(

抗体阳性合并

G̀ E,/>;

0

X

抗体阴性检出情况
!

观察组女性中共有
!

例表现为
G̀ h>;

0

(

抗体阳性合并
G̀ h>;

0

X

抗体阴

性%

!

例表现为
Ê U>;

0

(

抗体阳性合并
Ê U>;

0

X

抗

体阴性%

C

例表现为
,(U>;

0

(

抗体阳性合并
,(U>

;

0

X

抗体阴性%

&

例表现为
/WU>;

0

(

抗体阳性合并

/WU>;

0

X

抗体阴性+对照组女性仅
"

例表现为

,(U>;

0

(

抗体阳性合并
,(U>;

0

X

抗体阴性+对照

组
G̀ E,/>;

0

(

抗体阳性合并
G̀ E,/>;

0

X

抗体阴

性发生率明显较观察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

'

!

讨
!!

论

!!

G̀ E,/

感染是导致胎儿畸形最主要的微生物

因素#同时也是宫内感染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

(

+母体

被其中任何一种病毒感染后#其自身症状均比较轻

微#甚至未表现出任何症状#但
G̀ E,/

病原体能够

通过母体垂直传播给胎儿#影响胎儿发育#导致流产)

早产或胎儿生长迟缓)发育畸形等较为严重的

后果'

A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G̀ E,/

中
G̀ h

能够寄生在几乎所有的哺乳动

物及部分鸟类体内#且能够相互传播#人类为主要的

传染源#可通过血液)接触及受感染食物传播#

G̀ h

感染可引起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受损#生长迟

缓'

'

(

+

Ê U

能够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引起先天性的

风疹综合征#造成新生儿眼部畸形)唇腭裂)短指)尿

道下裂和溶血性贫血等#致畸率非常高'

D

(

+

,(U

可

引起胎儿流产或死亡#孕中期感染将导致黄疸)小脑

畸形)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肝脾肿大)

,(U

肺炎及

唇腭裂等'

C

(

+

/WU

能够通过胎盘及产道感染胎儿#

导致胎儿严重畸形#如小眼球)视网膜发育异常)小头

等#新生儿感染
/WU

将出现高热及呼吸困难等

症状'

F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女性
,(U>;

0

(

抗体阳性

率与
/WU>;

0

(

抗体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女性#

说明
,(U

可潜伏于患者体内#通过非复制的方式寄

存在宿主体内#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极可能造成复

发性感染%

/WU

感染后#常于患者神经细胞中潜伏#

在激活后可再次出现无症状的排毒过程#持续在人群

中传播#二者均是导致胎儿畸形的重要因素'

!%

(

+

;

0

(

是个体发育过程中最早合成和分泌的抗体#

感染过程中患者血清
;

0

(

升高#是早期或者活动期感

染的重要指标+因此#临床上通常将
G̀ E,/>;

0

(

抗

体检查作为孕妇筛查的重要指标之一'

!!

(

+

;

0

X

抗体

通常在感染后
DN

左右出现#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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