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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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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徐州地区儿童人巨细胞病毒"

Q3SX

%感染情况及临床特点&方法
"

以
+.*6

年
*

月至

+.*5

年
*+

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48

例疑似
Q3SX

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3D

"

[

P3D

%技术检测患儿尿液及其母乳的
Q3SX$!%E

载量&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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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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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65:

!不同性别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865#

%&随着年龄增长阳性率先升

高后降低!高峰集中在
8

"

*+

月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季节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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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患儿

阳性率明显高于城镇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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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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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地区儿童
Q3SX

感染率较高!且以婴幼儿期感染为主&

母乳期的
Q3SX

再激活具有很高的发生率!并与婴幼儿感染密切相关&

Q3SX

感染可累及多个脏器!患儿易

出现呼吸道感染'肝炎综合征'造血系统受损等临床表现&

关键词"人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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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细胞病毒$

Q3SX

%属于
-

疱疹病毒亚科'具

有严格的种属特异性和潜伏
$

活化的生物学特性'属于

人类普遍易感的常见病原体之一&原发感染以婴幼

儿时期为主'大多为无临床症状的潜伏感染(

*

)

&

Q3$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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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

是引起先天性及围生期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可通

过胎盘*产道*母乳或密切接触直接传播给婴儿'导致

死胎*流产*早产*生长发育迟缓*畸形及迟发的智力

低下*听力损害等不良妊娠结局(

+$,

)

'严重影响新生儿

的健康&在器官移植*恶性肿瘤*采用免疫抑制剂治

疗等免疫功能低下者中'

Q3SX

感染甚至可以引起

患者死亡(

#

)

&为了解徐州地区儿童
Q3SX

的感染情

况'现对
+.*6

年
*

月至
+.*5

年
*+

月检测结果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6

年
*

月至
+.*5

年
*+

来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疑似
Q3SX

感染患儿

*.48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969

例'女
#*4

例'男女比

例为
*-9*̀ *

+年龄
.K

至
5

岁'中位年龄
#

个月&对患

儿尿液及其母乳分别进行
Q3SX$!%E

检测'尿液

*.48

份'母乳
*.5

份'尿液和母乳配对样本
*.8

份&

A-B

"

仪器与试剂
"

EYU68..

实时荧光定量
P3D

$

[

P3D

%仪*

Z

;;

/>K&<O

高速冷冻离心机*

Z

;;

/>K&<O

金属浴恒温器*

Z

;;

/>K&<O

漩涡振荡仪+

Q3SX$!%E

[

P3D

试剂盒'购自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C

"

方法

A-C-A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尿液样本!无菌试管留取

患儿
*K

内
,

次混合尿液
8-.="

'充分混匀后吸取尿

液
*-.="

于
*-8="

的无菌离心管中'

*+...<

"

=A>

离心
*.=A>

'弃上清+沉淀加无菌生理盐水
*-.="

混

匀'

*8...<

"

=A>

离心
8=A>

'弃上清+沉淀加入
8.

'

"

核酸抽提液漩涡混匀'

*..^

干浴
*.=A>

'使病毒颗

粒完全裂解'然后
*,...<

"

=A>

离心
*.=A>

'保留上

清备用&乳汁样本!清洁乳头后用自我挤压法挤出约

8="

乳汁入无菌试管中'

,...<

"

=A>

离心
8=A>

'吸

取脂质下层乳清
*-.="

于
*-8="

的无菌离心管

中'

*+...<

"

=A>

离心
*. =A>

'弃上清+沉淀加入

8.

'

"

核酸抽提液漩涡混匀'

*..^

干浴
*.=A>

'使病

毒颗粒完全裂解'然后
*,...<

"

=A>

离心
*.=A>

'保

留上清备用&

A-C-B

"[

P3D

扩增
"

取
#

'

"!%E

模板加入定量

P3D

反应液中'放入
EYU68..

[

P3D

仪进行扩增&

扩增条件为
,6^+=A>

'

4#^+=A>

'

*

个循环+

4,^

*8B

'

9. ^ * =A>

'

#.

个循环+单点荧光采集在

9.^

&每次试验设置阴性*阳性对照&

A-C-C

"

结果判读
"

P3D

反应结束后'电脑根据标准

曲线自动分析计算检测结果&

Q3SX$!%E

载量以

基因拷贝"毫升表示'

Q3SX$!%E

%

8..

拷贝"毫升

为阳性&

A-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2P22*6-.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性别患儿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

*.48

例患儿中阳性
,#5

例$

,*-65:

%+阴性
6#6

例

$

95-++:

%&其中男童阳性
+*4

例'阳性率
,+-#.:

+

女童阳性
*+4

例'阳性率
,.-64:

'男女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55

'

"7.-865#

%&

B-B

"

不同年龄段患儿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

*94

例不足
*

月龄患儿中仅
*

例阳性+

*

月龄之后阳

性率逐渐升高'在
8

"

9

月龄升至最高'为
88-6#:

'

*

"

+

月龄*

,

"

#

月龄*

8

"

9

月龄
,

个年龄段阳性率两

两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

7*8-#+4+

*

84-8*99

*

*#-##58

'均
"

$

.-..*

%+

6

"

*+

月龄阳性

率与
8

"

9

月龄比较变化不大$

!

+

7 .-.695

'

"7

.-65*6

%+随着年龄增长阳性率逐渐降至
#-55:

$

!

+

7*4-6.49

'

"

$

.-..*

%&见表
*

&

表
*

""

.

"

5

岁患儿各年龄段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年龄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

%

.

"$

*

月
*94 * .-84

*

"

+

月
++8 ,9 *9-..

,

"

#

月
*9. 8, ,,-*,

8

"

9

月
*++ 95 88-6#

6

"$

*+

月
+,5 *+4 8#-+.

*

"

,

岁
*#. 84 #+-*#

#

"

5

岁
#* + #-55

合计
*.48 ,#5 ,*-65

B-C

"

不同季节患儿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

春

季$

,

"

8

月份%*夏季$

9

"

5

月份%*秋季$

4

"

**

月份%*

冬季$

*+

"

次年
+

月份%阳性率分别为
,*-66:

*

,*-+.:

*

+4-,#:

*

,,-*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8

%&见表
+

&

表
+

""

.

"

5

岁患儿各季节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季节 总数$

!

% 阳性$

!

% 阳性率$

:

%

春季
+44 48 ,*-66

夏季
+,# 6, ,*-+.

秋季
*96 #4 +4-,#

冬季
,48 *,* ,,-*9

合计
*.48 ,#5 ,*-65

B-D

"

不同居住地患儿尿液
Q3SX$!%E

检测结果
"

869

例 来 自 农 村 的 患 儿 阳 性
+*9

例'阳 性 率 为

,6-8.:

+

8*4

例来自城镇的患儿阳性
*,+

例'阳性率

为
+8-#,:

&两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5-,,#,

'

"

$

.-..*

%&

B-E

"

*.5

例母乳
Q3SX$!%E

检测结果
"

*.5

例母

乳样 本 中
Q3SX$!%E

阳 性
#8

例'阳 性 率 为

#*-96:

&在
*.8

例母子配对样本检测中'患儿尿液

Q3SX$!%E

阳性的
86

例中母乳阳性
#.

例'占

6.-*9:

+患儿尿液
Q3SX$!%E

阴性的
#5

例中母乳

#

,8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W"1H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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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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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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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

例'占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

#.-4,#6

'

"

$

.-..*

%&见表
,

&

表
,

""

*.8

例母子配对样本
Q3SX$!%E

检测结果$

!

%

患儿尿液

Q3SX$!%E

母乳
Q3SX$!%E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6 86

阴性
# ## #5

合计
## 9* *.8

B-N

"

尿液
Q3SX$!%E

阳性患儿疾病分布
"

患儿

Q3SX

感染的相关疾病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其中支

气管炎"肺炎所占比例最大$

84-+.:

'

+.9

"

,#5

%'其次

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肝炎综合征等&见表
#

&

表
#

""

尿液
Q3SX$!%E

阳性的相关疾病所占比例#

!

$

:

%&

诊断
尿液

Q3SX$

!%E

阳性
诊断

尿液
Q3SX$

!%E

阳性

支气管炎"肺炎
+.9

$

84-*4

% 紫癜"粒细胞减少症
6

$

+-.*

%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88

$

*8-5.

% 神经系统损伤
#

$

*-*8

%

肝炎综合征
+4

$

5-,,

%

+

种及以上疾病
+,

$

9-9*

%

小儿肠炎
4

$

+-84

% 其他
*8

$

#-,*

%

C

"

讨
""

论

""

血清特异性抗体检测*尿液
Q3SX$!%E

检测和

血液
Q3SX$!%E

检测是目前诊断
Q3SX

感染的

常用方法&临床上'

U

@

\

阳性多提示既往感染&由于

可以通过胎盘'新生儿血清
Q3SX$U

@

\

水平常反映

母体抗体情况&

Q3SX$U

@

S

抗体虽然能间接证实体

内
Q3SX

的存在'但是不可避免存在检测窗口期'并

且患儿免疫功能低下'也会影响抗体生成的敏感性'

导致假阴性的结果&在急性感染期'婴幼儿的泌尿道

上皮细胞是
Q3SX

最易侵袭的场所'此时病毒排量

大'在尿液标本中稳定性好'而且与血清抗体相比'尿

液
Q3SX$!%E

检测快速*无创'易被患儿和家长接

受'能作为判断药物疗效的定量指标&血液
Q3SX$

!%E

检测虽然和尿液
Q3SX$!%E

检测一样'高浓

度结果能提示患者体内
Q3SX

处于活跃期并大量复

制'但是灵敏度不如尿液
Q3SX$!%E

检测(

8$6

)

'而且

属于有创检查'容易受到患儿和家属的抵触&由于肾

小管排毒具有间歇性'大量饮水时尿液被稀释'检测

结果阴性不能完全排除
Q3SX

感染'临床上除了留

取患儿多次混合尿液进行检测'联合血液
Q3SX$

!%E

检测是对患儿诊断
Q3SX

感染的有效补充&

Q3SX

感染呈全球性分布&因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卫生条件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

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感染率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儿

童血清抗体阳性率约为
8.-#*:

+上海地区
*

"

,

岁儿

童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9.-,6:

+南京地区
.

"

5

岁儿童

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5+-#.:

+华中地区住院儿童血清

抗体阳性率为
55-**:

(

5$**

)

&本次调查共统计
*.48

例患儿'尿液
Q3SX$!%E

阳性率约为
,+-..:

'高

于长沙地区健康婴幼儿
*5-#4:

的阳性率(

*+

)

'亦高于

东莞地区患儿
*.-.6:

的阳性率(

*,

)

&此外'核酸阳性

率远低于抗体阳性率'表明
Q3SX

进入人体后大多

以排毒量小于检测下线*仅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而不

产生临床症状的隐性感染和潜伏感染为主&

Q3SX

感染与性别无关'无季节性'全年散发'冬季多密集'

这与
Q3SX

的感染特性一致&来自农村的患儿
Q3$

SX$!%E

阳性率高于来自城镇的患儿'这提示
Q3$

SX

感染与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此外'

生活方式的不断融合和统一使得城乡儿童的
Q3SX

感染有逐渐接近的趋势&

Q3SX

感染在各年龄段均可发生'随着年龄增

长'阳性率先升高后降低'且与新生儿期$

.

"

+5K

%相

比'婴儿期$

+5K

至
*

岁%和幼儿期$

*

"

,

岁%阳性率明

显较高&原因可能如下!经胎盘和母乳从母体获得高

滴度的
Q3SX$U

@

\

抗体'使得患儿感染
Q3SX

后多

表现为不产生感染性病毒的潜伏感染+随着患儿与外

界环境的不断接触'

Q3SX

在
Q3SX$U

@

\

抗体阳性

母亲的乳腺细胞中再激活及母源性抗体的消耗殆尽'

导致发生活动性感染(

*#

)

+最后'随着患儿自主免疫的

不断完善*垂直传播来源的不断清除及哺乳期的结

束'活动性感染再次转变为潜伏感染&此外'本调查

还提示该地区儿童
Q3SX

感染在
8

"

*+

月龄达到最

高峰'这与吴美玲等(

*.

)的研究发现不一致'可能由检

测方法*地域差异以及抽样误差引起&

母乳喂养因优点众多一直受到大力提倡'然而近

年来研究却发现母乳喂养是婴幼儿
Q3SX

感染的重

要途径之一'有调查称乳汁排毒率为
*,:

"

6.:

(

*8$*9

)

&

本调查共统计
*.5

例乳汁样本'

Q3SX

阳性率为

#*-96:

'低于国内报道的结果
#,-5.:

"

5*-9,:

'不

排除与样本量少有关&尿检阳性患儿母乳的阳性率

远大于尿检阴性患儿母乳的阳性率'高度提示母乳可

能是患儿感染
Q3SX

的重要途径之一&

Q3SX

感染往往缺乏临床特异性'但仍有部分

感染患儿伴有不同程度的肺炎*肝脾肿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等'黄疸亦可为其唯一表现形式&本调查结

果显示'

Q3SX

感染患儿以呼吸道感染居多'可能是

因为婴幼儿呼吸系统发育不成熟'对病原体抵抗力

差'不能充分咳嗽与咳痰+其次是肝炎综合征'提示肝

脏是
Q3SX

的重要靶器官之一&

Q3SX

肝炎患儿

肝脏肿大程度比乙型肝炎病毒等嗜肝病毒所致的肝

脏肿大明显'病情轻重不一'大多数治疗后预后良好'

少数重症可发展为肝硬化*腹水&此外'

Q3SX

感染

还伴有不同程度的肠炎*血小板减少等'更有部分患

儿多个系统同时受到影响&由于胃肠道抵抗力差*喂

养不当'婴幼儿容易出现小儿肠炎&最新资料表明'

Q3SX

感染与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发育落后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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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6

)

'而患儿粒细胞减少很有可能是抗
Q3SX

药

物所导致的骨髓抑制'但这种不良反应通常可以逆

转'必要时给予升白细胞等措施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

果&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儿科医生在临床诊疗中对

Q3SX

感染要有足够的重视'及时进行检测'及早进

行干预&

D

"

结
""

论

""

徐州地区儿童
Q3SX

感染率较高'感染高峰集

中在
8

"

*+

月龄'需要加强母婴
Q3SX

感染的防控

工作&婴幼儿感染
Q3SX

可引起多系统受累及一系

列临床表现'当患儿出现原因尚不明确的上述症状

时'及时进行尿液
Q3SX$!%E

检测对早期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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