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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围产期产妇感染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病毒对新生儿脐带血免疫因子(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为新生

儿乙肝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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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彭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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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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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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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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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产

妇围产期是否感染乙肝病毒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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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取新生儿脐带血分别检测免疫因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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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比较两组新生儿乙肝感染率(肺部感染率(黄疸发生率以及存活情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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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产妇感染乙肝病毒能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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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比例!影响新生儿免疫功能!更易受到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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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

;2:

%#又简称为乙肝#是指乙肝病毒检测

结果为阳性#患病时间超过半年或发病日期不确定#但临床上

长期表现为慢性肝炎者'

"

(

)感染初期无明显临床症状#随着病

情的发展#可出现的症状包括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纳差*乏力

等慢性肝炎症状'

#

(

)我国是乙肝发病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乙肝

病毒携带者人数多#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主要由母婴垂直传播#

约占我国新生儿感染的
"

"

(

#约有超过
E&B

的慢性乙肝病毒携

带者由母婴传播造成)围产期产妇感染乙肝病毒不仅容易造

成新生儿慢性乙肝病毒携带状态#同时也是肝癌及肝硬化的高

危因素'

(

(

)脐带血中含有与免疫功能相关的免疫因子及淋巴

细胞亚群#通过脐带血的检验#可以判断新生儿免疫水平#预测

新生儿过敏反应)本文探究围产期产妇感染乙肝病毒对新生

儿脐带血免疫因子*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为新生儿乙肝的预

防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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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产妇围产期是否感染乙肝病毒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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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观察组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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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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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出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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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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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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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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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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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自然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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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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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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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出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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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自然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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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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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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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观察组孕妇乙肝表面抗原

$

2:G=

O

%阳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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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乙肝
8

抗原$

2:8=

O

%双阳性#但肝

功能无异常&孕期无先兆流产&单胎*足月&

"I-H

阿氏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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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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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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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患儿家属同意研究方案并签署同意书&排

除标准!早产儿&严重感染&家属不同意研究方案)两组新生儿

出生体质量*孕周*分娩方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具有可比性)

A$C

!

方法
!

所有胎儿正常娩出*断脐后#从脐带的母体一端抽

取
"IX

脐带血#注入乙二酸四乙酸二钾$

S*!=1a

#

%抗凝管

中#滴加
#IX

肝素后保存于
Ed

恒温箱中待检)淋巴细胞亚

群!采用美国
:*,5.G.5HK/00

全自动流式细胞仪#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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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行检测并计算比例)采用贝克曼全自

动生化仪对两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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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

A$D

!

判定标准
!

详细记录两组新生儿出生后乙肝感染*肺部

感染*黄疸发生情况以及存活率)

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ZZ"D$&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行
!

#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
FAE

表示#两组间的比较行
8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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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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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

观察组
;*E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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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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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

C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

C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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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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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FAE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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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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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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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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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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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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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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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 ?$'%A($@( #'$DDAD$&E E'$'DA?$&E '%$?%A""$E( "$'#A&$(#

对照组
%% "E$E(AE$E# #E$??A'$D% (($'%AD$#' E#$#(A?$(E "$#"A&$#'

8 D$#E? "$E(D ?$@"E "#$(?& D$(D%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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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免疫因子水平比较
!

观察组新生儿
R

O

=

*

R

O

+

分别为$

&$E'A&$"#

%*$

&$'?A&$#(

%

O

"

X

#显著高于对照组

'$

&$#"A&$&?

%*$

&$(?A&$#"

%

O

"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间
R

O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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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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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免疫因子水平比较#

FAE

%

O

'

X

$

组别
/ R

O

= R

O

+ R

O

)

观察组
%% &$E'A&$"# &$'?A&$#( @$E(A#$""

对照组
%% &$#"A&$&? &$(?A&$"D @$#?A"$?@

8 "#$?%' D$DD@ &$(@(

! &$&&& &$&&& &$'@%

B$C

!

两组新生儿乙肝感染率*肺部感染率*黄疸发生率及存活

率比较
!

观察组新生儿存活率为
@'$('B

#低于对照组

$

"&&$&&B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乙肝感

染率*肺部感染率*黄疸发生率分别为
E"$?#B

*

#@$"&B

*

"&$"&B

#显著高于对照组$

@$"#B

*

D$#DB

*

&$&&B

%#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新生儿乙肝感染率&肺部感染率&

!!!

黄疸发生率及存活率比较#

B

$

组别
/

乙肝感染率 肺部感染率 黄疸发生率 新生儿存活率

观察组
%% E"$?# #@$"& "&$"& @'$('

对照组
%% @$"& D$#D &$&& "&&$&&

!

#

#?$#&D "'$&"% "&$'(D ($D&?

! &$&&& &$&&& &$&&" &$&%E

C

!

讨
!!

论

!!

造成乙肝病毒感染主要有以下原因!$

"

%乙肝病毒感染存

在家族遗传史&$

#

%有感染史或肝病史&$

(

%免疫力低下或病毒

感染&$

E

%由于缺乏预防意识或经济条件限制#未按科学的程序

进行乙肝疫苗的接种#缺乏预防意识'

E

(

)乙肝在我国属于高发

性慢性肝炎#具有较为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部分地区医疗水

平落后#疾病预防观念较差是造成我国乙肝传播速度较快的重

要原因)在众多的乙肝病毒传播途径中#新生儿感染慢性乙型

肝炎病毒主要原因为母婴垂直传播#母婴传播的主要途径为子

宫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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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感染的年龄与慢性乙肝关系密切)妊

娠期胎儿或新生儿一旦被乙肝病毒所感染#超过
@&B

的新生

儿会发展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儿童时期受乙肝病毒感染#

大约
#&B

会发展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成年人受乙肝病

毒感染#只有
%B

左右发展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状态)因此降

低乙肝感染率的重要途径便是阻断母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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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预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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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婴儿通常采用-

&1"1'

.程序$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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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血中含有免疫相关免疫因子及淋巴细胞亚群#通过脐

带血的检验#可以判断新生儿免疫水平#预测新生儿过敏反

应'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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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是机体最重要的一群免疫细胞#对人体免疫

功能的调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其水平*比例的变化可

直接反映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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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为
!

淋巴细胞重要的标志#

对体内
!

淋巴细胞的总数具有很好的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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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C主要分化为
!

淋巴细胞中的调节性
!

淋巴细胞*辅助性

!

淋巴细胞以及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辅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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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全

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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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淋巴细胞分化而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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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作用#通过细胞免疫机制促进细胞毒细胞的增殖#发挥细

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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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主要功能为分泌
RX1E

*

R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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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1"&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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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分化*增殖形成抗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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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分化为细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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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以及抑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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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前

者通过分泌颗粒酶*淋巴毒素*穿孔素起到对靶细胞的杀伤作

用#能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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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因子的分泌起到抑制作用#进而抑制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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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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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之间互相制约调

节机体的免疫应答#两者的平衡对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维持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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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为机体重要的免疫因子#能够直

接反映机体免疫水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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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降低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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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 组
;*E

C

"

;*?

C 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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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平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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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降低#提示新生儿免疫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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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升高表明机体受到的感染较强#也提示围产期产妇感

染乙肝病毒的新生儿发生感染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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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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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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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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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无抗原刺激时#血清

中分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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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体黏膜局部抗感染免疫的主要抗体#其

水平升高也能提示机体受到抗原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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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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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围产期产妇感染

乙肝病毒的新生儿发生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同时#观察组新生

儿存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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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

"&&$&&B

%#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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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乙肝感染率*肺部感染率*黄疸发生

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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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围

产期产妇感染乙肝病毒对新生儿的免疫系统造成了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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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围产期产妇感染乙肝病毒能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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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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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比例#影响新生儿免

疫功能#更易受到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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