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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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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组织培养中成功分离出
126X

以

来%诸多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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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研

究)

''

*

(

126X

感染为全球性分布%相关研究证实%

126X

在自然人群中感染普遍%常表现为隐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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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免疫力低下时%病毒被激活而表现为显

性感染(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全因此极易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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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婴幼儿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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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该进行早期

治疗%否则危害极大(人体对
126X

的免疫反应包

括被感染的患者数周后体内合成
M

5

6

类抗体%随后
'

周内会产生
M

5

&

类抗体(

126X

抗体
M

5

6

抗体水平

通常在数周内升高%随后会在
I

$

*

个月内持续慢慢

降低%

M

5

6

抗体偶尔会持续存在数年(

M

5

6

抗体阳性

提示近期有感染或潜伏感染的病毒可能被激活%是判

断
126X

近期感染的重要依据)

-

*

(因此本文采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对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的

'I(J

例
+

$

'(

岁儿童患者进行了
126X

抗体的组

合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发现%

126X;M

5

&

阳性率女性高于男性%

M

5

&

由于相对分子质量小%可以通过胎盘%各个年龄

段均可感染
126X

%新生儿+婴儿也不例外(不同年

龄被感染的概率不同%在本文中可以看出
126X;

M

5

6

阳性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126X;M

5

6

阳性率

'

$

-

岁年龄组最高%

I

$

'(

岁年龄组最低%这与润袁

敏等)

'-

*研究的
'

$

*

个月儿童感染率最高和刘玲玲

等)

'I

*研究的小于
'

岁儿童感染率最高不同%这可能与

不同地域差异+气候环境+空气质量差异不同及检测

方法差异有关(

在不同季节之间
126X;M

5

6

抗体阳性率的比

较%冬季
126X;M

5

6

抗体阳性率最高为
(()J(d

'夏

季其次%阳性率为
'*)P,d

'春季阳性率为
',)''d

'

秋季
126X;M

5

6

抗体阳性率最低为
'')''d

(冬季

和
126X;M

5

6

抗体阳性率最高%明显高于春季+夏季

和秋季(这与武汉地区冬季
126X;M

5

6

抗体阳性率

最高相同)

'-

*

(

根据
126X

抗体组合模式可以判断
126X

感

染的阶段(由表
I

可以看出%在患者中%以
126X;

M

5

&

抗体单阳性模式最多见%占
O-)(Od

%这种情况为

既往感染'其次双阳性模式%占
'*)'+d

%这种情况为

既往感染再复发或是近期感染)

',

*

'再次为
126X;

M

5

&

抗体+

126X;M

5

6

抗体全阴性模式%占
'+)',d

%

表示很可能未感染
126X

'

126X;M

5

6

抗体单阳性

模式%占
+)IJd

%这种情况为早期感染(

本文研究数据结果显示%

126X

在人群中感染

普遍%因此应当做好孕前检查%避免母孕期及新生儿+

婴幼儿期
126X

的感染(及时发现并治疗
126X

感染%对优生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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