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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系指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

疹病毒等致病病原体的感染#先天性感染可以直接影响胎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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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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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出现早于
%

&

.

抗体#但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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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逐渐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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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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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出现稍晚#

抗体浓度可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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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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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表示活动性感染或近期感染$在孕

早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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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引起胎儿宫内感染#导致流产%死胎%

胎儿畸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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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风疹病毒后多数症状较轻#预后良好#在临床上容易

被忽视$但最严重的问题是风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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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状称为先天性风疹综合征#其中心脏缺陷%白内障和耳聋

最为严重$有报道先天性风疹综合征的发生与母体孕期感染

相关#在孕期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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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感染风疹病毒的先天性风疹综合征发

生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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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逐月下降$婴儿发生缺陷的器官依胎儿

形态发生期而定#在妊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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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以上的并发症#而于妊

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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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由于妊娠期不同垂直传播率也不同#在重要器官的形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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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显示#本地区育龄妇女风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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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发现#本地区育龄孕妇弓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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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巨细胞病毒具有严格的种属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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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天性感染是指

胎儿在宫内感染巨细胞病毒#婴儿出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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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发现上海地区的育龄孕妇巨细胞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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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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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分别为
!046#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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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地区比较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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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偏高#而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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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则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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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育龄妇女风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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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细

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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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较高#弓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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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较低$本文调查

表明上海市育龄妇女巨细胞病毒感染率高#其特点多为潜在

性#很少出现临床症状或仅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由于上海市

人口密集度大#人口流动性大#都会造成病原体的广泛传播#孕

妇在妊娠早期尽量少到人口较多的公共场合#以减少巨细胞病

毒的感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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