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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膜早破的孕妇设为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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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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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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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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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群链球菌的筛查!降低发生胎膜早破的风险&实时荧光定量
N0[

技术检测
X

群链

球菌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细菌培养法!且用时短!准确度高&尽早检出
X

群链球菌感染有可能降低或预防胎膜早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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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链球菌%

/X*

'学名为无乳链球菌#能引起牛乳房炎#

严重危害畜牧业+现发现该菌也能感染人类#尤其是新生儿#

可引起败血症(脑膜炎(肺炎等#病死率极高#并可产生神经系

统后遗症#被医学界重视+

/X*

正常寄居于下呼吸道(泌尿生

殖道和直肠#带菌率达
#(,

#健康人的鼻咽部也可分离到

/X*

+新生儿感染跟母体带菌有密切关系#分娩时胎儿可经带

菌产道而被感染#也可由医护人员呼吸道所带病菌传播引

起)

!

*

+国内文献报道#围生期孕妇
/X*

感染率为
#&$,

"

!4&(!,

#新生儿感染率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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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率的不同

可能与国家地区(种族基因(年龄(教育程度(培养技术及培养

频率不同有关+本研究对
#((

例未发生胎膜早破的孕妇%对照

组'和
#((

例发生胎膜早破的孕妇%研究组'采取
#

种筛查方

式#研究
/X*

与胎膜早破之间的关系#旨在尽早筛查出围产期

孕妇的
/X*

感染情况#以期降低胎膜早破的发生率+现将具

体过程及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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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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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月到本院住院分娩的
-((

例

孕妇设定为研究对象#将发生胎膜早破的
#((

例孕妇设为研究

组#未发生胎膜早破的产妇
#((

例设为对照组+全部孕妇在自

愿并完全了解检测目的与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参与本次研究+

A&B

!

仪器和试剂
!

美国
9XR+%((

实时荧光定量
N0[

扩增仪&

上海力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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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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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箱&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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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

/X*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N0[

法'(阴阳性对照均由福建泰普生物科学有效公司提供&哥伦比

亚血琼脂平板由江门凯林有限公司提供&

/X*

显色平板由郑

州安图生物有限公司提供&马尿酸钠生化微量管由杭州天河微

生物试剂公司提供&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

9.00"4%"#

'作为

质控标准菌种#来自卫生部临检中心+

A&C

!

诊断标准
!

胎膜早破的定义参照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

.妇产科学/中有关诊断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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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符合下列之一即可诊断

为胎膜早破!%

!

'孕妇自觉有大量液体自阴道流出&%

"

'酸碱试

纸测定阴道分泌物
K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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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液涂片烘干后镜检可见羊

齿状结晶&%

$

'阴道液沉渣涂片镜检可见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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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A&G&A

!

标本采集
!

按照
/X*

核酸检测试剂盒标本采集要求#

孕妇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外阴#灭菌窥阴器扩开阴道暴露

宫颈#用棉球擦去宫颈口黏液#分别将
#

支无菌长棉签分别插

入宫颈口内
!&%

"

"&(C@

#转动
!

圈停留
#(7

后#取宫颈分泌

物置无菌试管中立即送检+将其中一支按以上方法采集的宫

颈分泌物标本按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常规方法%以下称为,传统

培养法-'接种于哥伦比亚血平板进行培养&另一只宫颈分泌物

标本接种于
X

群链球菌显色平板%以下简称为,显色培养法-'

进行培养#两个平板都置于
#%f

#

%, 0]

"

培养箱#孵育
"$H

后观察血平板上的菌落形态及
)

溶血现象和显色平板的显色

情况#发现可疑菌落后进行触酶试验(

09)N

试验和马尿酸钠

水解试验#最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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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确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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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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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检测
!

将其中一支宫颈分泌

物标本按试剂盒要求提取分泌物中细菌的
2U9

%以下简称为

荧光
N0[

法'#上清液用于
N0[

扩增#在
9XR+%((N0[

扩增

仪上按下列循环参数进行扩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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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的

统计分析#

#

种检验方法检测结果分别按配对设计下两组频数

分布的
!

" 检验进行比对#对照组和研究组
/X*

阳性发生率按

完全随即设计下两组频数分布的
!

" 检验进行比对+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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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

种检验方法检测
/X*

阳性率比较
!

对照组和研究组

共
-((

例产妇中#荧光
N0[

法
/X*

阳性数
'!

例#筛查阳性率

为
!#&%(,

&显色培养法
/X*

阳性数
-(

例#筛查阳性率为

!(&((,

&传统培养法
/X*

阳 性 数
$(

例#筛 查 阳 性 率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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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检验方法检测结果两两之间
/X*

阳性率比较采

用
\67H?E

精确检验#检验水准校正为
(&(!+

%

,

Y(&(%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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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
#

种方法检验出
/X*

的阳性概率不相等#

且荧光
N0[

法检测
/X*

筛查阳性率高于显色培养法和传统

培养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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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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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对照组和研究组的
X

群链球菌检测结果
!

由于荧光

N0[

法的检测阳性率和准确率都比显色培养法和传统培养法

要高#所以选用荧光
N0[

法的检测结果作为参考标准+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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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例产妇中#

/X*

检出
"!

株#阳性率为
+&((,

&研究组

#((

例产妇中#

/X*

检出
-(

株#阳性率为
"(&((,

+故发生胎

膜早破的产妇的
/X*

阳性率高于未发生胎膜早破的产妇#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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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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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X*

检验方法结果比较%

$

#

,

$&

方法
/X*

阳性
/X*

阴性
!

"

!

荧光
N0[

法
'!

%

!#&%(

'

%!4

%

'-&%(

'

显色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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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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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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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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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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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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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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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荧光
N0[

法检测
/X*

的筛查阳性率

%

!#&%(,

'高于细菌培养法%

!(&((,

和
-&-+,

'#检测结果高

于王丽等)

+

*报道的
4&$(,

和
%&'(,

+

#

种方法在
/X*

阳性检

出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荧光
N0[

法的阳性

检出率高于细菌培养法+另一方面#荧光
N0[

法用时短#平均

+H

可以完成检测#而细菌培养法要平均
$'H

才能完成检测#

可为尽早诊断提供依据#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研究结果显示#胎膜早破组宫颈分泌物
/X*

阳性检出率

为
"(&((,

#未发生胎膜早破组宫颈分泌物
/X*

阳性检出率为

+&((,

#本研究结果低于李小梅等)

'

*报道的
"4&%4,

和

!!&4#,

#也低于李晓英等)

4

*报道的为
"4&#,

和
!!&+,

#可能

跟地区差异(试验方法#采样水平等有关+本研究中#发生胎膜

早破的产妇的
/X*

阳性检出率高于未发生胎膜早破的产妇#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X*

在生殖道内过量

繁殖是围产期孕妇发生胎膜早破的诱因之一#

/X*

与胎膜早

破的关系十分密切#完整的胎膜对病原体的入侵具有屏障作

用#若胎膜受到感染#往往会导致胎膜早破+在感染的众多病

原体中#由于
/X*

对绒毛膜的吸附和穿透能力最强#所以危害

也最大+寄居在宫颈(阴道(直肠和尿道等处的
/X*

可上行至

胎膜#从而使胎膜感染#并可以通过炎性细胞的吞噬作用和细

菌产生的蛋白水解酶的直接入侵#使胎膜局部张力降低#从而

导致胎膜早破)

!(3!"

*

+

近年来#世界各地学者对
/X*

进行大量研究#多数学者认

为
/X*

与围生期感染有关#在孕晚期对所有孕妇进行筛查非

常必要+实时荧光定量
N0[

技术具有灵敏度高(准确性好(用

时短等特点#适合在医院进行
/X*

的筛查#特别是对于已发生

胎膜早破的孕妇#应尽早完成检测#及时进行预防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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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患者标

本对凝血酶原时间#

N.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9N..

%'纤维蛋白原#

\RX

%'凝血酶时间#

..

%'

23

二聚体#

22

%

%

个参数进行两次

平行试验并将两组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对比&所选标本的测定值要尽量覆盖各个项目仪器检测的线性范围!把通过卫生部临床检

验中心室间质评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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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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