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麻烦"故如何预防真菌血流感染应引起临床重视*

K

+

$

综上所述"血培养病原菌种类多"耐药形势严峻"临床应充

分认识到血培养的重要性"积极进行病原学检查及药敏试验"

合理选用抗菌药物"降低血流感染的发生率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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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

"$!.

年孕产妇及新生儿梅毒流行病学调查

及新生儿梅毒危险因素分析

赖宇丽!

!黄丽霖"

&

"

!#

信宜市慢性病防治站检验科!广东信宜
F"F&$$

#

"#

信宜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广东信宜
F"F&$$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该地区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及新生儿梅毒患者的发病趋势!并探讨新生儿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方法
!

对

该地区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及新生儿梅毒患者数据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统计指标主要包括孕妇及新

生儿梅毒血清学结果%青霉素治疗史%孕妇户籍及文化程度等&结果
!

"$!!

!

"$!.

年以来该地区孕产妇妊娠合并梅毒发病率依

次为
F#"$x

%

F#FKx

%

(#$'x

%

(#.'x

!整体呈升高趋势#新生儿梅毒发病率依次为
&#%Kx

%

.#$'x

%

.#"!x

%

.#(&x

!增高程度较孕

妇梅毒发病率低&在
&K

例新生儿梅毒患者中!母亲是梅毒患者未接受规范化青霉素治疗%流动人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和农村

户籍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非梅毒新生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F

$&结论
!

近
.

年来该地区妊娠合并梅毒的发病率呈快

速增长趋势!但新生儿梅毒发病率近年来增长趋势缓慢&孕产妇感染梅毒!且未接受规范化青霉素治疗%流动居民等是新生儿梅

毒的主要高危因素&

关键词"孕产妇#

!

新生儿#

!

梅毒

!"#

!

!$#&'('

%

)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F&K-$"

!!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性传播疾病"

妊娠期梅毒由于可通过垂直传播引起新生儿感染"且近年来梅

毒感染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因此受到格外关注*

!

+

$本文回顾性

分析本地区
"$!!

年
!

月至
"$!.

年
!"

月信宜市慢性病防治站

及信宜市妇幼保健院
'$'"

例孕产妇中妊娠合并梅毒的发病

情况"并对产后新生儿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

本地区母婴梅毒感染情况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信宜市

慢性病防治站及信宜市妇幼保健院行产前检查及分娩孕妇

'$'"

例$其中
F&

例妊娠合并梅毒孕产妇的年龄
"$

!

.&

岁"

平均&

&$#&l.#F'

'岁)孕周
!"

!

.$

周"平均&

!'l.#F

'周$

$#%

!

方法
!

调取孕产妇的梅毒血清学结果#既往梅毒治疗史#

配偶及新生儿梅毒血清学结果#孕产次#分娩方式#是否为流动

人口#户籍所在地及文化程度等临床资料"建立数据库$

$#&

!

统计学处理
!

临床资料及数据建库后"采用
G0GG!'#$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近
.

年本地区孕产妇中妊娠合并梅毒及新生儿梅毒的发

病率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有
'$'"

例孕产妇接受

产前梅毒血清学筛查"确诊梅毒感染的孕产妇共有
F&

例"

.

年

内年平均发病率为
F#K&x

"年均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F

'"但呈线性增长趋势$

.

年内共有
&K

例新生儿梅毒

患者出生"

.

年内年平均发病率为
.#!%x

"年均发病率差异亦

无统计学意义&

!

#

$#$F

'$近
.

年来新生儿梅毒年发病率呈

相对缓慢的增长趋势"见表
!

$

表
!

!!

"$!!

!

"$!.

年信宜市孕产妇及新生儿梅毒感染情况

年度
孕产妇梅毒感染情况

总数&

&

' 发病率*

&

&

x

'+

新生儿梅毒感染情况

总数&

&

' 发病率*

&

&

x

'+

"$!!

年
"!!F !!

&

F#"$

'

"!!K K

&

&#%K

'

"$!"

年
"(K( !F

&

F#FK

'

"('$ !!

&

.#$'

'

"$!&

年
"!&. !&

&

(#$'

'

"!&( '

&

.#"!

'

"$!.

年
"!F% !.

&

(#.'

'

"!(! !$

&

.#(&

'

%

"

$#&( $#."

! $#'F $#'.

%#%

!

新生儿血清学梅毒检测阳性的危险因素分析
!

F&

例妊

(

K&F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7XH3YV5L

!

O5Y4;34

B

"$!(

!

Z89#&%

!

[8#.



娠合并梅毒孕产妇产出新生儿
FF

例&含两例双胞胎'"其中
&K

例新生儿出生时合并梅毒感染"

!%

例产出健康新生儿"从孕妇

梅毒血清学结果#既往梅毒治疗史#新生儿梅毒血清学结果#孕

产次#分娩方式#是否为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及文化程度等方

面探索新生儿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结果表明孕产妇感染梅

毒#梅毒感染后不接受正规治疗及流动人口是新生儿梅毒感染

的高危因素)孕产次#分娩方式与新生儿梅毒感染无关$

进一步探讨梅毒新生儿与非梅毒新生儿中各阳性指标的

构成比"其中非梅毒新生儿是指孕产妇为梅毒患者的非梅毒新

生儿"结果表明"在梅毒新生儿中"其母亲是梅毒患者未接受正

规抗菌药物治疗#流动人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和农村户籍

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非梅毒新生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F

'"见表
"

$

表
"

!!

各阳性指标在梅毒及非梅毒新生儿中构成比$

_

(

&

)

&

%

项目
未接受正规抗菌

药物治疗
流动人口

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
农村户籍 顺产 二胎及以上

梅毒新生儿
&'#.%

&

"&

%

&K

'

($#F&

&

"&

%

&K

'

(F#%'

&

"F

%

&K

'

F$#$$

&

!'

%

&K

'

F"#(&

&

"$

%

&K

'

!K#."

&

%

%

&K

'

非梅毒新生儿
$#$$

&

$

%

!%

'

"'#.!

&

F

%

!%

'

.%#$(

&

K

%

!%

'

!%#(F

&

&

%

!%

'

.%#$(

&

K

%

!%

'

!%#(F

&

&

%

!%

'

%

"

!%#(' .#FF (#"% F#!" $#F( $#!$

! $#$$$ $#$&& $#$!" $#$". $#.F. $#%F%

&

!

讨
!!

论

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K$

万的怀孕妇女感染了梅毒"但仅

有不到
!$#$_

的患者得到了正规的诊断和治疗*

"

+

$大量研究

表明"近年来我国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

&-F

+

$而本研究结果显

示"本地区
"$!!

!

"$!.

年孕产妇妊娠合并梅毒的
.

年平均发

病率为
F#K&x

"且呈上升趋势"这符合本省近年来梅毒总体流

行趋势*

(

+

"也与任旭琦等*

%

+学者报道的本省育龄妇女梅毒流行

趋势吻合"但我国孕产妇梅毒发病率与国外相比"仍处于较低

水平"在巴西孕产妇梅毒感染率高达
!#$"_

*

K

+

$

妊娠期梅毒不仅严重危害孕产妇身心健康"可造成流产#

死胎及新生儿梅毒等严重后果*

'

+

"更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负

担*

!$

+

$本研究显示近
.

年本地区共出生新生儿
'!$F

例"其中

新生儿梅毒血清学阳性患儿
&K

例"追踪其母亲的梅毒检测结

果发现"这些先天性梅毒患儿其母均为梅毒血清学阳性"其中

有
"

例妊娠合并梅毒的孕妇在妊娠后期发生不明原因流产"考

虑与母亲感染梅毒有关$分析近
.

年新生儿梅毒发病率发现"

尽管本地区孕产妇梅毒患者呈升高趋势"但由于近年来特别是

城市居民优生优育的意识提高"部分孕产妇在检测出梅毒阳性

后积极配合治疗"因此新生儿梅毒发病率的增长并不明显"这

说明本地区的在新生儿梅毒防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研究同时对新生儿梅毒的家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孕产妇感染梅毒及梅毒感染后不接受正规抗菌药物

治疗#流动人口#偏远农村地区及文化程度低下等是新生儿梅

毒感染的高危因素$

&K

例先天性梅毒患儿其母亲均为梅毒感

染者"进一步询问其梅毒治疗史"有
!F

例母亲妊娠过程未做任

何检查"直至分娩时才发现是梅毒携带者"其余
"&

例母亲妊娠

过程虽检测出梅毒携带"但没有接受规范化的青霉素治疗"其

中
K

例治疗过程没有达到指定疗程"

'

例曾有过中途停药史"

(

例孕妇的伴侣未同时接受青霉素治疗$这些孕产妇多为偏远

地区人口"且流动性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孕期保健知识$

已有文献报道"农村人口及流动性人口对梅毒基本知识的知晓

率较城市人口低*

!!

+

"这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提高妊娠梅毒的早期诊断率并积极规范治疗是有效预防

新生儿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已得到普遍认同*

!"

+

$同时在偏

远农村地区及低学历人口中普及孕期保健知识并建立完善的

性病防治网络能够有效降低孕产妇妊娠合并梅毒发病率)积极

引导孕产妇及其配偶同时接受规范化的青霉素治疗"畅通流动

人口的医疗补助渠道等措施均是遏制新生儿罹患先天性梅毒

概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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