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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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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青岛地区新生儿及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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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状况和感染特点%方法
"

应用间接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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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1(

例新生儿和婴儿血清中的
&;/!c

特异性抗体!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受检患

儿中
&;/!c')

7

O

阳性率为
#>(0?

!其中以
!OU

和
cPU

感染为主&患儿中
&;/!c')

7

b

抗体阳性率为

11>#(?

!其中以
!OU

感染最常见!阳性率为
1@>4#?

&患儿混合感染率达到
14>4#?

!以
cPU

和
!OU

混合感

染为最多!阳性率达
3C>@C?

&新生儿及婴儿
)

7

b

抗体检测均以
!OU')

7

b

抗体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1(>"3?

$

3">0(?

&男性和女性患儿
!OU')

7

b

阳性率均为最高!分别为
1@>4(?

$

1@>"0?

%结论
"

青岛地区
&;/!c

感

染以
!OU

$

cPU

感染及二者混合感染为主!既往感染阳性率较高!新近感染阳性率较低!新近感染患儿并发症

主要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因此!加强新生儿和婴儿
&;/!c

抗体检测筛查!对辅助临床鉴别和治疗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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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最早由美国埃默里大学免疫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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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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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早在
#1($

年左右欧

美等发达国家就已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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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检测手段作

为孕妇孕期筛查的一项基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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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组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B9T*HMOGE

!

<

N

K85"$#1

!

U65>@$

!

V6>3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C$"$C0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3bP\##$3#C

$&

""

作者简介!杨琰琰%女%在读硕士%检验技师%主要从事医院检验医学工作&

""

本文引用格式#杨琰琰%刘功振
>

新生儿及婴儿
&;/!c

感染血清学检测分析'

T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

@$

#

3

$!

1$#'1$@>

徐编辑
矩形

徐编辑
打字机
80



可导致感染致畸的病原微生物的总称%

&

是弓形虫

#

&;X

$%是一种可以引起人畜共患病的原虫%可侵害

眼*脑*心*肝脏等重要器官'

"

(

+

;

是指其他病原微生

物#

69-GK

%如带状疱疹病毒*梅毒螺旋体*细小病毒

,#1

等$+

/

是风疹病毒#

/U

$%属于
/V<

病毒%可侵

害耳*眼*呼吸道和心血管等器官'

4

(

+

!

是巨细胞病毒

#

!OU

$%是一种双链
QV<

病毒%可侵害患者的肝脏*

肺及胃肠等器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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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是指单纯疱疹病毒#

cPU

$%是

一种
QV<

病毒%分为
&

型和
$

型%可侵害脑*肺及生

殖器等器官'

4

(

&

&;/!c

病原体可通过胎盘或产道

引起胎儿宫内感染%从而导致胎儿出生缺陷%是目前

国际上公认的对优生危害最大的病原微生物'

C'(

(

&

出生缺陷通常包括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

代谢性疾病*功能异常如盲*聋和智力障碍等%已成为

世界婴儿死亡*儿童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0'1

(

&,中国

出生缺陷防治报告#

"$#"

$-

'

#$

(明确指出%我国是出生

缺陷的高发国家%目前每年新生儿
#($$

万%其中
1$

万为新增出生缺陷儿%发病率为
C>(?

%且仍然呈逐年

上升趋势&而
&;/!c

感染作为引起新生儿和婴儿

发生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

(

%近几年其病毒筛查

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

目前%国内关于
&;/!c

感染率的研究结果差异

较大%

&;/!c

感染率会因为地域和检测手段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本研究针对青岛地区
##1(

例新生儿及

婴儿血液中
&;/!c

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进行了统

计分析&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

年
#

月至
"$#3

年
3

月就诊的新生儿和婴儿共
##1(

例%统

计年龄分布为
#

日龄至
#

岁%其中新生儿#

#

!

"3

日

龄$

#$""

例%婴儿#

"1

日龄至
#

岁$

#0@

例%且新生儿

和婴儿并无交集重复统计+其中男性
(43

例%女性

CC3

例&

B>C

"

仪器与试剂
"

*)<)P;V

"

X*

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及
&;/!c

配套试剂*定标品和质控品&

B>D

"

方法
"

本研究检测采用间接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

$检测
&;/!c

抗体%依据意大利
Q8HP6K8B

P>

N

><>

的
&;/!c

试剂说明书判断规则进行阴性*

阳性判断&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四格表资料的
!

" 检验比较

两组间抗体样本率差异%

9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

"

结
""

果

C>B

"

新生儿及婴儿
&;/!c

检测结果
"

##1(

例新

生儿及婴儿血清中
&;/!c')

7

O

阳性率为
#>(0?

#

"$

"

##1(

$%其中%

cPU')

7

O

*

/U')

7

O

*

&;X')

7

O

*

!OU')

7

O

阳性率分别为
$>(0?

*

$>C$?

*

$

*

$>(0?

%

混合感染率#

cPU

和
/U

$为
$>#0?

&

##1(

例新生儿

及婴 儿 血 清 中
&;/!c')

7

b

阳 性 率 为
11>#(?

#

##3(

"

##1(

$%其中%

cPU')

7

b

*

/U')

7

b

*

&;X')

7

b

*

!OU')

7

b

阳性率分别为
31>@(?

*

0$>@$?

*

$>44?

*

1@>4#?

+混合感染率#

"

种及
"

种以上病原体感染$达

到
14>4#?

#

###(

"

##1(

$%其中
cPU

和
!OU

混合感

染率最高%达到
3C>@C?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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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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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及婴儿
&;/!c

检测结果

病原

体数
病原体

)

7

O

阳性数

#

,

$

阳性率

#

?

$

)

7

b

阳性数

#

,

$

阳性率

#

?

$

# cPU 3 $>(0 #$0$ 31>@(

/U ( $>C$ 3@" 0$>@$

&;X $ $ @ $>44

!OU 3 $>(0 ##"3 1@>4#

" cPU_/U " $>#0 0(( (@>$C

cPU_!OU $ $ #$"" 3C>@C

cPU_&;X $ $ @ $>44

/U_!OU $ $ 3$@ (0>""

/U_&;X $ $ @ $>44

!OU_&;X $ $ @ $>44

4 cPU_/U_!OU $ $ 043 (#>0#

cPU_/U_&;X $ $ @ $>44

cPU_&;X_!OU $ $ @ $>44

!OU_/U_&;X $ $ @ $>44

@ cPU_/U_!OU_&;X $ $ @ $>44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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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和婴儿两个年龄段
&;/!c

检测结果对

比分析
"

#$""

例新生儿
&;/!c')

7

O

阳性率为

$>03?

#

3

"

#$""

$%其中%

cPU')

7

O

阳性率最高%为

$>C1?

+

&;/!c')

7

b

阳 性 率 为
11>3$?

#

#$"$

"

#$""

$%其中
!OU')

7

b

阳性率最高%为
1(>"3?

%其次

为
cPU')

7

b

%阳 性 率 为
1">C(?

&

#0@

例 婴 儿

&;/!c')

7

O

阳 性 率 为
(>1$?

#

#"

"

#0@

$%其 中%

!OU')

7

O

阳性率最高%为
4>@C?

+

&;/!c')

7

b

阳性

率为
1C>@$?

#

#((

"

#0@

$%其中%

!OU')

7

b

阳性率最

高%为
3">0(?

%其次为
cPU')

7

b

%阳性率为
0#>"(?

&

新生 儿 和 婴 儿 两 组
/U')

7

O

#

!

"

[#4>#0(

%

9 [

$>$$$

$*

!OU')

7

O

#

!

"

["4>(0C

%

9[$>$$$

$的抗体阳

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而
cPU'

)

7

O

的抗体阳性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3

%

9

%

$>$C

$&新生儿和婴儿两组
cPU')

7

b

#

!

"

[0#>C((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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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3">4$(

%

9[

$>$$$

$*

!OU')

7

b

#

!

"

[C$>0$0

%

9[$>$$$

$的抗体阳

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而
&;X'

)

7

b

的抗体阳性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34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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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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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和婴儿两个年龄段
&;/!c

检测结果对比

组别 病原体

)

7

O

阳性数

#

,

$

阳性率

#

?

$

)

7

b

阳性数

#

,

$

阳性率

#

?

$

新生儿#

,[#$""

$

cPU ( $>C1 1@( 1">C(

/U " $>"$ 00$ 0C>4@

&;X $ $>$$ @ $>41

!OU " $>"$ 13@ 1(>"3

婴儿#

,[#0@

$

cPU " #>#C #"@ 0#>"(

/U @ ">4$ 0" @#>43

&;X $ $>$$ $ $>$$

!OU ( 4>@C #@@ 3">0(

C>D

"

不同性别
&;/!c

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

(43

例

男性患儿
&;/!c')

7

O

阳性率为
#>C0?

#

#$

"

(43

$%

其中%

cPU')

7

O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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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阳 性 率 最 高%均 为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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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阳性率为
11>40?

#

(4@

"

(43

$%

其中
!OU')

7

b

阳性率最高%为
1@>4(?

%其次为

cPU')

7

b

阳 性 率 为
31>((?

&

CC3

例 女 性 患 儿

&;/!c')

7

O

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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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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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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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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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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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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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13>14?

#

CC"

"

CC3

$%其中
!OU')

7

b

阳性率最高%为

1@>"0?

%其次为
cPU')

7

b

阳性率为
31>"C?

&不同

性别两组
/U')

7

O

#

!

"

[C>"0@

%

9[$>$""

$*

!OU'

)

7

O

#

!

"

[1>"$1

%

9[$>$$"

$的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而
cPU')

7

O

的抗体阳

性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3

%

9

%

$>$C

$&不同性别两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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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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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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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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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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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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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和婴儿不同性别
&;/!c

检测结果对比

组别 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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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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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

?

$

)

7

b

阳性数

#

,

$

阳性率

#

?

$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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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 $>4#

!OU $ $>$$ ($" 1@>4(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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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 $>4( @13 31>"C

/U $ $>$$ @$( 0">0(

&;X $ $>$$ " $>4(

!OU 3 #>@4 C"( 1@>"0

C>E

"

临床表现
"

在
"$

例
&;/!c')

7

O

阳性患儿中%

有
(

例
cPU

感染%

@

例
/U

感染%

"

例
cPU

和
/U

混

合感染%

3

例
!OU

感染%其中%临床诊断结果为!

cPU

感染患者有
"

例肺炎%

"

例支气管炎%

"

例上呼吸道感

染+

/U

感染患儿
@

例均为上呼吸道感染+

cPU

和
/U

感染
"

例患儿均为肺炎+

!OU

感染患儿有
"

例急性

胃肠炎%

(

例肝功能异常%并且
!OU

感染患儿还伴有

呼吸系统炎症&

D

"

讨
""

论

""

本研究中新生儿和婴儿
&;/!c

抗体的检测%

!OU

感染概率均为最高%说明本地区是
!OU

的感

染高发区%这与郑辉等'

#"

(报道的杭州地区和刘文渊

等'

#4

(报道的宁波地区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我国也是

!OU

感 染 的 高 发 地 区%孕 妇 抗 体 阳 性 率 高 达

1C?

'

#"

%

#@

(

%表明新生儿和婴儿的
!OU

高感染率可能

与孕妇
!OU

感染有一定的关系&而
&;X

感染概率

均为最低%

)

7

O

和
)

7

b

抗体阳性阳性率分别为
$

和

$>44?

%对比薛爱国等'

#C

(报道的
"$#@

年青岛地区妊

娠早期
&;X)

7

O

阳性率为
">#4?

%王芳'

#(

(报道的

"$#(

年青岛地区孕妇
&;X)

7

O

阳性率为
$>$3?

%

)

7

b

阳性率为
$>0?

%说明了青岛地区越来越重视

&;X

感染的防护%并且取得了较明显成效&鉴于

&;/!c

检测包括四种病原体%决定了检测结果会存

在混合感染的情况%刘震忠等'

#0

(报道的天津地区多数

新生儿以两种病原体混合感染模式为主%感染最常见

两种病原体是
/U

和
!OU

&本次调查也是以两种病

原体混合感染为主要感染模式%其中
cPU

*

!OU

混

合感染最常见&

)

7

O

阳性患儿的临床表现方面%

cPU

和
/U

感染主要引起患儿呼吸系统疾病%

!OU

感染

主要引起患儿消化系统疾病%并伴有呼吸系统炎症%

这与
cWVQ/)ZP

等'

#3

(

"$#4

年报道和吴春燕等'

#1

(

"$#(

年报道的临床表现是一致的&

通过两个年龄段的
&;/!c

检测结果比较发现%

新生儿组
)

7

b

阳性率均分别高于婴儿组%

)

7

O

阳性率

均低于婴儿组%这与黄斌等'

"$

(报道的杭州地区儿童血

清
&;/!c

检测结果基本一致%推测可能是由于孕妇

感染后产生的
)

7

b

抗体分子量相比
)

7

O

抗体分子量

较小比较容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而
)

7

O

则不易

通过胎盘屏障%因此%新生儿
)

7

b

抗体阳性率高可能

与母体感染后产生的母源抗体有关&而
&;/!c'

)

7

O

检测阳性的患儿#

"$

例$中有
3

例是出生
#E

的

新生儿%其中有
#

例是
cPU

和
/U

混合感染%因
)

7

O

抗体不易通过胎盘%通常认为新生儿血清中
)

7

O

抗体

阳性可作为宫内感染的重要依据'

"#

(

%由此说明本研究

调查的地区可能还存在
&;/!c

宫内感染的情况&

不同性别组的
&;/!c

检测结果发现%男性
/U'

)

7

O

抗体阳性率要高于女性%女性
!OU')

7

O

抗体阳

性率要高于男性%但在不同性别组出现的
/U

和

!OU

的
)

7

O

阳性率的差异性%具体原因目前还没有

相关报道%还需进一步研究分析&本研究主要研究对

象是新生儿和婴儿%研究主要内容是新生儿和婴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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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感染血清学检测分析%不涉及孕妇
&;/!c

感染监测跟踪%而通过本次研究结果所发现的母婴

&;/!c

感染可能存在的联系%还需要我们今后对此

新课题进行立项*检测跟踪并验证&

E

"

结
""

论

""

本研究新生儿和婴儿中
&;/!c

感染以
!OU

*

cPU

感染及二者混合感染为主%新近感染整体处于

较低水平且患儿并发症主要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疾病%但鉴于
&;/!c

感染的高危害性%还需进一步

重视新生儿和婴儿的
&;/!c

感染筛查%及早发现进

行有效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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