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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不同免疫方法对乙型肝炎"乙肝%病毒"

:.;

%母婴传播的阻断作用&方法
!

以
:.?-

L

阳性孕妇及其婴

儿为研究对象!按不同阻断方式分组!孕晚期孕妇及其新生儿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Yg

%!同时对新生儿联合采用乙肝疫苗

"

:.;;

%注射"

-

组!

%&(

例%$仅新生儿联合使用
:.Yg

及
:.;;

"

.

组!

%+&

例%$仅新生儿进行
:.;;

接种"

"

组!

&%1

例%&检测

-

组孕妇血液
:.;0P-

含量变化!比较各组新生儿宫内感染率及
%

岁后感染率&结果
!

-

组孕妇使用
:.Yg

前后血液
:.;

0P-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新生儿宫内感染率分别为
4'*(3

#

4',&3

和
4'(1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生儿
%

年后感

染率分别为
1',&3

#

4',)3

#

2')3

!

"

组感染率与
-

#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孕期使用
:.Yg

不能降低孕

妇病毒载量!对
:.;

宫内传播无保护作用$对新生儿联合使用
:.Yg

及
:.;;

能减低
:.;

感染率&

关键词"免疫球蛋白类$

!

疾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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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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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病毒"

:.;

$携带者多始于儿童期感

染!母婴传播是形成慢性
:.;

感染的重要原因(控制母婴传

播对预防及降低人群中乙肝感染率具有重要意义&

%$)

'

(联合免

疫是阻断
:.;

母婴传播的最重要方式&

4$1

'

(联合免疫是指对

携带
:.;

的母亲在孕期采用乙肝免疫球蛋白"

:.Yg

$进行被

动免疫!并对新生儿采用乙肝疫苗"

:.;;

$和
:.Yg

进行主)

被动免疫!以降低母婴传播发生率(本研究对采取不同免疫阻

断方式的孕妇及其新生儿进行随访检测!比较
:.;

感染率的

差异(

C

!

资料与方法

C'C

!

对象与分组
!

选取
&++1

年
,

月至
&++2

年
2

月在本院待

产)

:.?-

L

阳性孕妇及其新生儿
44)

例!均为足月单胎(其中

%&(

例为孕期及新生儿共同干预组"

-

组$!

%+&

例仅对新生儿

进行
:.Yg

注射和
:.;;

接种"

.

组$!

&%1

例仅对新生儿进行

:.;;

接种"

"

组$(

)

组孕妇在年龄)孕产次)分娩方式及用

药前
:.B-

L

)

:.;0P-

检出率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

$(

C'D

!

方法
!

-

组孕妇于孕晚期注射
:.Yg

!每月
%

次"

&++

单位*次$!共
)

次(

-

组及
.

组新生儿出生后
&4G

内肌肉注

射
:.Yg&++b

!并按-

%

!

&

!

*

方案.注射
:.;;%+

#

L

!为主)被

动联合免疫(

"

组仅新生儿按-

+

!

%

!

(

方案.注射
:.;;%+

#

L

进行主动免疫(

-

组孕妇于处理前及分娩前行血
:.?-

L

及

:.;0P-

检测!各组新生儿于出生后
&4G

内"主动或被动免

疫前$及
%

年后采末稍血检测
:.?-

L

(孕妇血清
:.?-

L

采用

5ZY9-

法检测!试剂为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血

清
:.;0P-

采用荧光定量
!"#

检测!试剂为达安基因公司

产品!

:.;0P-

滴度大于
%+

)

KA

7Q

*

6Z

判为阳性!阳性者进

一步量化(新生儿及
%

岁婴儿末稍血
:.?-

L

检测采用
aB?C$

BH@.FAC

方法!新生儿
:.?-

L

阳性为宫内感染!试剂由美国雅

培公司提供(

C'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99%%'1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0P-

阳性孕妇比较用药"

:.Yg

$前后病毒拷贝数!采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Y@C\ZDE/BI

!

VBEHODH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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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均数
0

检验!阳性率比较采用
+

& 检验(新生儿感染率比

较采用
+

& 检验(

D

!

结
!!

果

D'C

!

-

组孕妇
:.;0P-

及
:.?-

L

的变化
!

-

组孕妇分娩

前
:.?-

L

无一例转阴#

:.Yg

注射前
:.; 0P-

阳性率为

&&'&3

"

&2

*

%&(

$!分娩前阳性率为
&)'23

"

)+

*

%&(

$!注射前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0P-

阳性者病毒拷贝

数在
:.Yg

注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D'D

!

新生儿宫内感染情况
!

-

组新生儿
:.?-

L

阳性
(

例

"

4'*(3

$!

.

组
1

例"

4',&3

$!

"

组
%+

例"

4'(13

$(经
+

& 检

验!各组新生儿宫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D'E

!

随访
%

年后新生儿
:.;

感染情况
!

-

组新生儿
:.?-

L

阳性
*

例!其中
1

例出生时
:.?-

L

为阳性!

&

例为分娩时或出

生后
:.;

感染#

(

例出生时
:.?-

L

阳性者中
1

例转为慢性病

毒携带者!

%

例
:.?-

L

转阴(

.

组新生儿
:.?-

L

阳性
1

例!

)

例为出生时
:.?-

L

阳性!

&

例为分娩时或出生后
:.;

感染(

"

组新生儿
:.?-

L

阳性
%2

例!

2

例为出生时
:.?-

L

阳性!

%+

例为分娩时或出生后
:.;

感染(不同组间
%

年后总感染率

及分娩时或出生后感染率比较结果见表
%

(

表
%

!

各组
%

年后新生儿总感染率及分娩时或出生后感染率

组别
:.?-

L

"

c

$

:.?-

L

"

T

$

感染率&

3

"

#

$'

分娩时或出生后

感染率&

3

"

#

$'

-

组
* %%, 1',&

"

*

*

%&(

$

(,

%'(+

"

&

*

%&(

$

(,

.

组
1 ,* 4',)

"

1

*

%+&

$

,

%',(

"

&

*

%+&

$

,

"

组
%2 %,* 2')+

"

%2

*

&%1

$

4'(1

"

%+

*

&%1

$

!!

注%与
.

组比较!

(

%

&

+'+1

#与
"

组比较!

,

%

&

+'+1

(

E

!

讨
!!

论

孕期使用
:.Yg

是预防宫内感染的常用措施!其主要依据

是
:.Yg

能中和病毒!降低孕妇体内病毒载量!从而达到预防

母婴传播的目的(然而
:.Yg

作用机制)预防效果都存有争

议&

(

'

(对
:.?-

L

阳性孕妇使用
:.Yg

后!新生儿
:.?-

L

阳

性率和
:.;0P-

检出率降低!

:.?-E

阳性率升高!说明孕期

使用
:.Yg

可预防宫内感染&

*$%%

'

(然而!

fOD@

等&

(

'对
:.?-

L

阳性母亲及其新生儿进行长期随访!并持续监测新生儿外周血

乙肝标志物!并未发现
:.Yg

保护作用(本研究未发现孕期使

用
:.Yg

能使孕妇
:.;0P-

拷贝数下降!也未发现阻断宫

内传播作用(接受
:.Yg

注射的孕妇"

-

组$所生新生儿
:.$

?-

L

阳性率为
4'*(3

!与
.

)

"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妊娠

晚期注射
:.Yg

不能降低宫内感染发生率(其原因可能为

:.Yg

对孕妇外周血中
:.;

的中和作用有限!使用剂量不能

实现完全中和&

%&

'

(由于未能完全中和
:.;

!孕妇体内游离状

态的
:.Yg

少!不能通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发挥免疫保护

作用(

在出生后
&4G

内对新生儿注射
:.Yg

能降低分娩中

:.;

感染率!注射
:.Yg

的
-

)

.

组新生儿
%

年后
:.?-

L

阳

性率分别为
1',&3

)

4',43

!低于未经干预的
"

组"

2')3

$(

-

)

.

两组分娩时或出生后感染率与
"

组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

义(分娩过程中新生儿
:.;

感染是母婴垂直传播途径之一!

出生后
&4G

内注射
:.Yg

能中和分娩时感染的少量
:.;

!因

此可减少分娩过程中的感染!说明此时的被动免疫具有重要作

用(注射
:.;;

则可使新生儿体内主动产生具有保护作用的

:.?-E

!此时抗体产生较晚但持续时间较长(综上所述!新生

儿接受
:.Yg

与
:.;;

联合免疫对预防母婴垂直传播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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