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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尿液及母乳中人巨细胞病毒"

(̂CR

#

]9&

结果!并探讨
(̂CR6]9&

检测

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中的筛查意义$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的
*7%

例母乳喂养

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作为观察组!另收集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同期的
*"#

例健康新生儿作为对照组$采用
0e6D(8

检测其母

乳及新生儿
(̂CR6]9&

水平!记录其检测结果$结果
!

观察组尿液
(̂CR6]9&

阳性
!$+

例!占
"%23i

!对照组尿液
(̂CR6

]9&

阳性为
3+

例!占
%+23i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观察组母乳
(̂CR6]9&

阳性
$7)

例!占
)+27i

!对照组

母乳
(̂CR6]9&

阳性
%$)

例!占
$#2*i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CR

母乳感染是新生儿
(̂CR

感

染的重要途径!母乳及尿液
(̂CR6]9&

检测对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胆红素血症&

!

人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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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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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巨细胞病毒$

(̂CR

%是一种属于具有双链
]9&

的

疱疹类病毒#该病毒在人类的感染非常普遍#尤其是婴幼儿(孕

妇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更常见)

%

*

#有文献报道发达国家的感染

率为
$#i

#

)#i

#我国人群的感染率在
3#i

以上)

!

*

'

(̂CR

感染大多数表现为无症状的隐形或者潜伏感染#该病毒是孕妇

围生期感染的重要病原微生物之一#它可通过胎盘(血液或者

母乳等途径直接传播给婴儿#导致胎儿畸形(流产(早产等#严

重感染者可致死亡)

$

*

'因此#

(̂CR

感染的早期诊断及预防

变得尤其重要'本研究采用荧光定量
D(8

检测高胆红素血症

新生儿尿液及母乳
(̂CR

水平#为
(̂CR

感染的诊断及治

疗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东莞市

第八人民医院住院的
*7%

例母乳喂养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3)

例(女
%)*

例#日龄
%

#

$#P

#平均
%72"

P

'另收集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同期的
*"#

例健康新生儿作为

对照组#其中男
!7)

例(女
%3$

例#日龄
%

#

!3P

#平均
%"2)P

'

观察组患儿均符合高胆红素血症诊断标准#观察组及对照组均

进行尿及母乳
(̂CR6]9&

检查'

@2A

!

方法

@2A2@

!

标本采集
!

入院第
!

天留患儿取新鲜尿液约
!M-

于

无菌干燥管中'清洁乳头#采集用自我挤压法#挤出约
$M-

乳汁入无菌管中#立即送检'

@2A2A

!

标本检测
!

采用荧光定量
D(8

法检测尿及母乳
(̂6

CR6]9&

#

D(8

仪采用罗氏
.<S>G_*3#D(8

仪&采用中山大学

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进行检测#所有操作均严格

按照仪器及试剂操作说明书进行'

@2A2B

!

结果判读
!

D(8

反应结束后#电脑自动分析计算检测

结果'

(̂CR6]9&

载量以基因
.<

UO

"

M-

表示#

(̂CR6]9&

%

"##.<

UO

"

M-

为阳性'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5A=Z->SCIP

!

&

U

N@L!#%7

!

R<L2$)

!

9<23

"

基金项目!广东省东莞市科技计划医疗卫生类科研重点项目$

!#%$%#3%#%#%7

%'

!

作者简介!李文瑞#男#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医学分子

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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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2#"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观察组
*7%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尿液
(̂CR6]9&

阳

性
!$+

例#占
"%23i

&对照组尿液
(̂CR6]9&

阳性为
3+

例#

占
%+23i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观察组
*"#

例高胆红素血症母乳
(̂CR6]9&

阳性
$7)

例#占

)+27i

#对照组母乳
(̂CR6]9&

阳性
%$)

例#占
$#2*i

#两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新生儿尿液
(̂CR6]9&

检测结果的比较

组别
&

阳性$

&

% 阳性率$

i

%

观察组
*7% !$+ "%23

对照组
*"# 3+ %+23

!

!

` ` $32+7

! ` `

$

#2#%

!!

`

!该项无数据'

表
!

!!

两组新生儿母乳
(̂CR6]9&

检测结果的比较

组别
&

阳性$

&

% 阳性率$

i

%

观察组
*7% $7) )+27

对照组
*"# %$) $#2*

!

!

` ` !"2%)

! ` `

$

#2#%

!!

`

!该项无数据'

B

!

讨
!!

论

(̂CR

是一类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疱疹病毒#它具有严

格种属特异性'由于人是
(̂CR

的唯一宿主)

*

*

#因此人类感

染
(̂CR

非常普通#有文献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感染率为

$#i

#

)#i

#一些发展中国家感染率更高#中国人群的感染率

约在
3#i

以上'

(̂CR

感染一般表现为潜伏感染且无症状'

它是引起先天性及围生期感染的重要病原微生物之一)

"

*

#它可

通过胎盘(血液或母乳直接传播给婴儿#导致流产(胎儿畸形(

早产(注意力不集中及生长发育迟缓等症状)

7

*

'大部分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也是由于
(̂CR

引起#它是指足月新生儿血清

总胆红素超过
!!#27

)

M<L

"

-

$

%!2+M

E

"

-

%#早产儿血清总胆红

素超过
!""

)

M<L

"

-

$

%"2#M

E

"

-

%#足月儿发病率大概为
7#i

#

早产儿的发病率大概为
3#i

'大部分黄疸患儿通过处理会自

行消退#但是由于胆红素具有毒性#少数患儿出现严重的高胆

红素血病#甚至胆红素脑病'研究表明足月新生儿总胆红素值

超过
*!3

)

M<L

"

-

$

!"M

E

"

-

%#就可能会发生胆红素脑病#轻者

引起神经损害导致脑瘫#重者导致死亡'如果血清总胆红素值

未达到高胆红素血症#但是合并窒息(高碳酸血症(低蛋白血症

也可能导致胆红素脑病#而且由于中枢听觉神经对胆红素的毒

性反应敏感#因此高胆红素血症也可能会引起感音神经性听力

损伤等)

)

*

#从而严重影响胎儿的健康'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检测#它

具有快速(灵敏(特异等特点#

D(8

技术是目前诊断
(̂CR

感

染的最敏感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荧光定量
D(8

技术检测
*7%

例母乳喂养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其中尿液
(̂CR6

]9&

阳性
!$+

例#占
"%23i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母乳
(̂6

CR6]9&

阳性
$7)

例#占
)+27i

#与国内文献报道相同)

3

*

'本

研究中#观察组
*"#

例健康新生儿#尿液
(̂CR6]9&

阳性为

3+

例#占
%+23i

#其母乳
(̂CR6]9&

阳性
%$)

例#占
$#2*i

#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尿液及母乳
(̂CR6]9&

感染率与健康新

生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研究表明#母乳

(̂CR

感染率较高#因此摄入带病毒的母乳是新生儿感染

(̂CR

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荧光定量
D(8

技术能快速(灵敏及特异地检出

(̂CR

感染#

(̂CR

母乳感染是新生儿
(̂CR

感染的重要

途径#母乳及尿液
(̂CR6]9&

检测对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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