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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B-

2_?@4?E4<:?3Z?T?:?3:?@ ÊT<4:2=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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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

R

>'!('8

"

NXc-9

R

>'!'&8

"其结果

均低于泉州地区和郑州地区阳性率$

+-/

%

"这可能与

NX$#I

感染分布存在地域差异有关"包括经济水

平*卫生状况*生活习惯等#本研究中
#>D-9

R

>

阳

性检测率最高"为
'!&.8

"表明南京地区新生儿感染

以
#>D

为主"与其他地区的多篇报道一致$

0-)

%

#

NXc-9

R

>

阳性检测率为
'!&.8

"低于其他
.

种病原

体的阳性率#

NXc

是一种广泛寄生于人和猫科动物

体内的寄生虫"其引起的弓形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性

疾病"孕妇接触含有弓形虫卵囊的动物粪便或食入含

有弓形虫的生肉均会致病#孕妇患病后"病原体可通

过胎盘感染胎儿造成新生儿脑积水或小头畸形"脉络

膜视网膜炎"脑皮质钙化等$

('

%

#本研究中
NXc-9

R

>

阳性检测率最低"说明随着优生优育观念的普及"孕

妇防范
NXc

感染的意识不断增强"使新生儿
NXc

感

染处于低水平状态#

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性别新生儿
NX$#I-9

R

>

阳

性率的差异"结果显示
NX$#I-9

R

>

阳性患儿中"男

性
,0

例"女性
./

例"男性患儿明显多于女性患儿"表

明男性新生儿更容易感染
NX$#I

#其中"

$>-9

R

>

阳

性患儿中男性新生儿阳性率为
'!(*8

&

(*

(

(''*(

'"女

性新生儿阳性率为
'!',8

&

*

(

0/(0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G

$

'!',

'#

$D

是披膜病毒科的
$75

病毒"经呼

吸道传播"人群对该病毒普遍易感"且易发生垂直感

染#孕妇妊娠早期感染
$D

后"该病毒可通过胎盘屏

障感染胎儿"常可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包括先天性

白内障*心脏畸形和先天性耳聋"即先天性风疹综合

征$

((

%

#本研究中感染
$D

的
(0

例患儿"并发症主要

为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有
*

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本研究显示"

$D

阳性率明显

低于
#>D

和
IFD

"可能与风疹疫苗接种及育龄妇女

人群因
$D

感染史而获得的
9

R

G

抗体使胎儿得到保

护有关#至于
$D

感染在性别间出现的差异"尚未有

明确的原因报道"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

),

例阳性患儿中"早产儿为
.)

例&

*(!(8

'"非早产儿为
,+

例&

,0!)8

'#有文献报

道$

(&

%早产儿从母亲体内获得的保护性抗体少"先天免

疫力低下"具有高风险感染率"但本研究中早产患儿

少于非早产患儿"可能原因为早产儿机体免疫体系建

立不完善"对外界感染反应能力差"产生抗体能力

弱$

(.

%

"由此造成了检测结果假阴性#早产患儿中

IFD

感染人数最多"为
()

例"占
*0!/&8

#

IFD

分

为
!

*

)

两种血清型"

!

型主要侵犯口腔*眼*唇等部

位的皮肤粘膜"多呈隐性感染+

)

型主要引起生殖器

官和腰部以下的感染"是性传播疾病的主要病原体之

一#研究表明"母亲若是
IFD

)

型感染"

**8

的新生

儿通过产道时即感染
IFD

"其中
+(!.8

的新生儿存

在不同程度的损伤$

(*

%

#由于早产儿的免疫力更加低

下"因此经产道分娩时更容易被感染#

本研究监测了
&'(*-&'(/

年本院住院新生儿

NX$#I

四项病原体
9

R

>

抗体阳性率的变化趋势"分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4:%;<=>?@

!

%AB

C

&'()

!

DEB!*'

!

7E!(*



析发现
#>D-9

R

>

阳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应引

起南京地区新生儿科医生足够的重视#有研究报道

#>D

是引起新生儿期感染最重要*最常见的病原

体$

(,

%

#

#>D

是一种疱疹病毒"在人群中感染非常普

遍"通常呈隐性感染"多数感染者无临床症状或症状

轻微#

#>D

侵入人体后长期存在"常对神经细胞和

单核
-

巨噬细胞系统引起病理损害"会留有远期神经系

统后遗症#母婴传播是新生儿感染的重要途径"母亲

可通过宫内感染*产道感染等方式将病毒传染给新生

儿#此外"母乳中也可含有
#>D

病毒"因此母乳喂养

也是一种感染方式"由于母乳喂养知识的普及和政

府*社会对母乳喂养的支持"近年母乳喂养率不断提

高"可能是导致
#>D-9

R

>

阳性率逐年上升的一个因

素#临床上正在探索能杀灭乳汁中
#>D

且不影响乳

汁营养成分的方法#分析结果未显示其他
.

种病原

体阳性率有明显上升或下降的变化趋势"但仍不能忽

视对它们的筛查#

'

!

结
!!

论

!!

南京地区住院新生儿
NX$#I-9

R

>

阳性率较低"

以
#>D

感染为主"但
#>D-9

R

>

阳性率有逐年上升

的趋势"防治形势仍然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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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T

S

?3:E:U?4?Z=ET4

$

%

%

!

K\

S

?T:$?Y"U<TO<HE?HE4XA:HEO?3$?3

"

&'',

"

,

&

+

'!

/0.-/)'!

$

(,

%周春红"高向阳"张晓阳"等
!

普洱市小儿
NX$#I

感染流

行病学调查$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

修回日期!

&'()-'.-(0

'

&上接第
(/.&

页'

$

(.

%

#I9FN95MXD65

"

>[5FXK6XD5 D5

"

G$K#IMX5

D

"

?:<B!7?Z=2EO<T̀?T3̂ET@2<

R

4E323<4@

S

TE

R

4E323ÊBE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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