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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降低母婴的患病率和病死率(对
33&?>

的

处理策略%一直是产科临床工作中的棘手问题(目

前%国内对于不同孕周
33&?>

的处理原则缺乏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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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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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条件致病菌%有关资料

显示%一般健康人感染
_]0

并不会致病%但是孕妇感

染
_]0

的比例较高%且大部分会在分娩过程中传染

给新生儿%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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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儿出现早期侵入性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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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纤维连接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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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子宫绒毛膜细

胞外的基质成分%存在于绒毛膜与蜕膜之间%主要由

滋养层细胞产生%对正常妊娠起着关键性作用(有关

资料表明%

3&?>

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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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可能会导致早产和

其他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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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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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价值研究并不常见%本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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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对孕妇早产)羊水污染)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肺炎的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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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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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研究的孕

妇均知情同意(

3&?>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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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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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阴道液体涂片%待干后镜检%查见羊齿状结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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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尼罗兰染色%查见橘黄色胎儿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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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均为本院住院妊

娠妇女+均为单胎妊娠+研究在患者知情下进行(排

除标准!胎位不正者+泌尿系统感染者+内外科合并症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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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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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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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试剂盒提取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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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依照说明书中的指示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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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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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于南京贝登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将无菌拭子

置于宫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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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分泌物能够充分的浸润棉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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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对

所有计量资料采用
!

- 检验%

!

$

/:/4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_]0

及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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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4<:5-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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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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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预测妊娠结局敏感

度为
+-:<4V

%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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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革兰阳性球菌%通常寄居于阴道和直

肠%是一种条件致病菌%一般健康人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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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

致病(有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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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孕妇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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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V

会出现早期侵入

性感染%其中有
4V

会导致死亡&

*-)*9

'

(

_]0

感染诱发

产妇多种疾病%孕妇感染表现为菌血症)泌尿系统感

染)胎膜感染)子宫内膜感染及创伤感染(有关数据

表明%

_]0

阳性的孕妇
3&?>

的发生率较高%且已发

生为
33&?>

孕妇中%

_]0

阳性率比正常妊娠孕妇的

高(

N8'

是子宫绒毛膜细胞外的基质成分%主要分布

于肿瘤细胞)胎盘组织)羊水中%存在于绒毛膜与蜕膜

之间%主要由滋养层细胞产生%为一种对绒毛膜和蜕

膜起连接和黏附作用的糖蛋白(临床上通过对孕妇

的宫颈阴道血浆)分泌物)羊水中的
N8'

进行检测%能

预测引产的困难程度)分娩时间及
3&?>

发生早产

的风险(目前%关于
N8'

分子机制的研究已成为产科

学者们的研究课题(无产科并发症的孕妇%孕
--

周

至临产前
N8'

的表达水平较低%但是
3&?>

孕妇较

高%正常妊娠早期由于绒毛膜和包蜕膜在子宫壁层真

蜕膜未融合%

N8'

可有少量漏出+分娩前常因子宫收

缩或机械性创伤使绒毛膜子宫壁分离致阴道分泌物

N8'

增高+但在孕
-/

周至临产前%正常孕妇的阴道分

泌物中几乎检测不到
N8'

(如果妊娠期间%孕妇发生

胎膜破裂%

N8'

便可出现在阴道中%整个妊娠期间%

N8'

在介导胎盘与子宫蜕膜的相互黏附和保护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N8'

对检测
33&?>

具有重要

意义&

*.)*4

'

(

3&?>

是产科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多发于妊娠晚

期%可导致宫腔感染)早产)围生儿死亡)胎儿窘迫%其

中感染是导致
3&?>

的主要原因(早检测
3&?>

对母婴有重大意义%可降低母婴的患病率和病死率%

以往检测
3&?>

主要依靠阴道液酸碱度检查)阴道

液涂片检查)超声检查等%但这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影

响%单个检测指标并不能准确预测
3&?>

&

*5)*<

'

(因

此%联合多种指标检测
3&?>

成为了产科专家们的

研究课题(本研究探讨了
_]0

联合
N8'

检测对

3&?>

的预测价值%结果表明
3&?>

孕妇
N8'

的表

达比正常妊娠妇女高%

33&?>

孕妇
N8'

的表达比足

月
3&?>

孕妇高(

_]0

阳性孕妇的早产)羊水污染)

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肺炎发

生率均明显高于
_]0

阴性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4

$(

_]0

联合
N8'

检测预测妊娠结局的

敏感度为
+-:<4V

%特异度为
54:4-V

(

F

#

结
##

论

##

妇阴道感染
_]0

是孕妇早产)羊水污染)胎儿窘

迫)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肺炎发生的主

要因素(

33&?>

孕妇的
N8'

水平较正常妊娠妇女

高%宫颈
)

阴道分泌物
_]0

阳性率联合
N8'

检测能提

高临床预测
33&?>

的能力%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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