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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婚检者
$

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朱建军0

!吴
!

芹%

!刘
!

芳0

!董文玲0

"

02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妇幼保健所
!

%%9##0

&

%2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9##"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自愿参加免费婚检者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RU

#的感染状况$方法
!

对

:33"

例婚检者!进行
$

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
!

:33"

例婚检者中!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阳性者
9#8

例"

92"%1

#&

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者
9%

例"

#2981

#&抗
+\RU

阳性者
#

例"

#2##1

#$结论
!

开展婚前血液传染性指标检测!对提高优生优育%

减少母婴垂直传播%控减新生儿传染病发生极为重要$

关键词"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

\RU

&

!

梅毒螺旋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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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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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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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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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U

%(梅毒螺旋体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RU

%

$

种传染性疾病通过母婴垂直传播概率很高#为了优生

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盐城市盐都区在全市首推免费婚前医学

检查#并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6;

N

%(梅毒螺旋体抗体

和艾滋病抗体$抗
+\RU

%检测纳入必查项目'现对
:33"

例婚

检者进行
\'6;

N

(梅毒螺旋体抗体和抗
+\RU

检测并分析#以

了解
$

种传染性疾病在自愿参加免费婚检者中的感染情况'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3

年
0#

月至
%#0#

年
3

月期间#在盐都区

婚检指定机构,,,区妇幼保健所自愿参加的免费婚检者共

:33"

例'用一次性真空管空腹抽取静脉血#分离血清后分别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6;

N

%(梅毒螺旋体抗体和艾

滋病抗体$抗
+\RU

%

$

项标志物#同时对所有婚检者做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Q<

%检测'

>2?

!

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QR,;

%法检测血清中的

\'6;

N

*

0

+

'

\'6;

N

阳性者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
\'6;

N

阳性者建议自费加测乙型肝炎两对半#同时采用速率法检测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

;Q<

%'

>2@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主要有酶标仪$

;7>B=6%#0#

%(洗板机

$

;7>B=6DH?5@=

%'

\'6;

N

及乙型肝炎两对半试剂采用上海科

华生物技术公司制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Q<

%试剂采用中

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品'梅毒先采用
<[+WQR,;

法筛查#阳性者再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确诊#

<[[;

阳性者为梅毒感染'

<[+WQR,;

为英科新创$厦门%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盒#

<[+

[;

为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的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试

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的抗
+\RU

#抗
+\RU

阳性者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采用英科新

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RU

%

0b%

型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诊断试剂盒$双抗原夹心法%'阳性者送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检抗
+\RU

阳性者为艾滋病病毒

感染'以上产品均为合格产品#所用试剂均在有效期内'所有

实验严格按照质控和操作说明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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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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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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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婚检者
$

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
!

:33"

名自愿免费婚检者#男
993$

例#女
9"#%

例'

\'6;

N

阳性率

92"%1

$

9#8

"

:33"

%#其中男性阳性率
"29:1

$

%9!

"

993$

%#女

性阳性率
$2":1

$

0!0

"

9"#%

%#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h0:288

#

)

$

#2##0

%'梅毒抗体
<[+WQR,;

法阳性
9$

例#经
<[[;

确诊阳性
9%

例为梅毒感染#男(女性比为
020j

0

'其中男
%%

例#占
"%2$:1

&女
%#

例#占
982!%1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未检出抗
+\RU

阳性'见表
0

'

表
0

!!

$

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

性别 例数$

$

%

\'6;

N

阳性 梅毒抗体阳性 抗
+\RU

阳性

男性
993$ %9! %% #

女性
9"#% 0!0 %# #

合计
:33" 9#8

$

92"%1

%

9%

$

#2981

%

#

$

#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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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6;

N

阳性者
;Q<

和两对半模式分析
!

9#8

例

\'6;

N

阳性的婚检者中#

;Q<

增高
9!

例#阳性率
002$#1

'

\'6;

N

阳性者中有
009

例自费加测了乙型肝炎两对半#两对

半有
9

种组合模式#其中主要为
0

号和
%

号模式'

0

号模式为

\'6;

N

(

\'C;

N

和抗
+\'E

阳性#即通常所说的1大三阳2#共

$3

例#占
$92%01

&

%

号模式为
\'6;

N

(抗
+\'C

和抗
+\'E

阳

性#即通常所说的1小三阳2#共
"3

例#占
"028"1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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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N

阳性者两对半模式分析

模式

编号

\'U

血清标志物

\'6;

N

抗
+\'6 \'C;

N

抗
+\'C

抗
+\'E

检出

例数

构成比

$

1

%

0 b g b g b $3 $92%0

% b g g b b "3 "028"

$ b g g g b 0% 0#2"$

9 b g b g g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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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是医学上公认的影响结

婚和生育的疾病#婚前医学检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

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的医学检查#它是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的第一道防线*

%

+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以通过婚前医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0

年
00

月第
$%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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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2$%

!

O=20:



学检查对自己及对方的健康状况有一个彻底清楚的了解#尽可

能避免对今后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带来严重的隐患'对发现影

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能及时得到婚检医师提出的预防(治疗意

见#有效控制和及时治疗一些可以危害对方乃至祸及下一代的

疾病*

$

+

'

我国是乙型肝炎高发地区#人群中
\'6;

N

阳性率约为

0#2#1

#其中母婴传播是我国乙型肝炎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

检测结果显示#男性
\'6;

N

阳性率高于女性#与报道一致*

9

+

'

可能与男性人群劳务输出(暴露概率大(感染概率大等因素有

关'检测结果中出现了
9

种乙型肝炎标志物模式#表明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后#不同个体的免疫状态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其中
\'C;

N

阳性者
9$

例$

9#2031

%#显示体内病毒正在复制#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9!

例
;Q<

增高#说明有肝损伤现象'因

此#婚前医学检查可及时发现乙型肝炎患者及肝功能异常者#

可以尽早进行治疗&对
\'6;

N

和抗
+\'6

双阴性#或者一方

\'6;

N

阳性#另一方抗
+\'6

阴性的结婚对象#应进行乙型肝

炎疫苗接种#提高免疫水平&对已怀孕的女方#在分娩时通过选

择性剖宫产#减少母婴传播的危险性&根据感染状况#对新生儿

采用乙型肝炎疫苗联合乙型肝炎高价免疫球蛋白注射的方法#

有效阻断
\'U

的传播*

"

+

'

我国梅毒发病趋势逐年上升#婚检是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阻断梅毒母婴传播的最佳时机#梅毒不仅夫妻之间可以传染#

而且怀孕后母体血液通过胎盘循环到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宫内

感染#引起流产(早产(死胎和胎儿生长受限$

)-]

%等'其次#

梅毒可以在分娩或哺乳过程中由分泌物(血液(乳汁等传递给

新生儿'本组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
#2981

'因此#仍应加强

梅毒血清学检测#有效控制梅毒的传播'建议在婚前医学检测

中使用
<[+WQR,;

法进行血清学筛查#

<[[;

法确诊*

!+8

+

'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发病率及
\RU

感染率呈逐年增长趋

势#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

+

'

抗
+\RU

阳性的孕妇有
001

!

!#1

会发生母婴传播'因此在

孕期给
\RU

感染的孕妇及其新生儿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并结合剖宫产(人工喂养等措施#可使母婴传播率降低至
%1

以下*

3

+

'盐都区自愿参加免费婚检者的抗
+\RU

阳性率为

#2#1

#但是已发现孕妇人群中
\RU

感染者
0

例#这也对促进

婚前医学检查率的不断提高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实行婚前血液传染性指标的检测#对传染性标志物

阳性患者进行相应治疗#并结合孕产期阻断及产后人工喂养等

健康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母婴传播疾病的发生#对促进优

生工作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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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院病原菌分布及主要病原菌抗菌药物敏感性分析

齐莹莹!康运凯!姚红霞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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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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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原菌分布和主要病原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进行回顾性分析$方法
!

收集临床细菌学标

本!菌株鉴定采用黑马
';(<+R,<

微生物分析鉴定系统!药敏试验采用
+̀'

法!测定临床主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结果
!

阳性标

本中主要为痰液!

$

年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981

%

"$2$"1

和
!!2#81

!病原体分布呈现多元化!主要病原菌为铜绿假单胞菌%大

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不断增加!对相应的抗菌药物敏感率均出现逐年降低的现象$结论
!

该院重症患者较多!病

原菌感染结构较为固定!抗菌药物敏感率逐渐降低!临床应合理用药以降低耐药率$

关键词"抗菌药&

!

敏感性和特异性&

!

病原菌

!"#

!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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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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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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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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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抗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导致细菌耐药率不断

增加#为了合理有效的指导临床使用抗菌药物#及时准确的监

测和分析医院感染病原体分布和药敏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现对各类细菌学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院
%##:

!

%#0#

年送检细菌学检测标本

%8$93

份#其中痰液
0%$89

份(中段尿液
3"$!

份(发热患者血

液
$9%0

份(其他标本
%#9"

份#对所有标本进行细菌学检查和

耐药性分析'排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先后分离的重复菌株'

>2?

!

实验材料
!

质控菌株铜绿假单胞菌
;<((%8:"$

(大肠埃

希菌
;<((%"3%%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3%$

#购于北京

天坛生物制品公司'细菌培养基!哥伦比亚血琼脂培养基(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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