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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该院孕期常规建卡的孕妇血清!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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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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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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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孕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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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进行常规检查!对抗体阳性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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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能提高诊断准确率%尽量做到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及早对孕妇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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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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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见#且症状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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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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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潜伏于脊骶神经节内的神经元细胞内#

主要感染生殖器和腰以下部位#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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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主范围较广#几乎可以感染各种胚胎和新生动

物来源的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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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常潜伏于神经

节中#极易复发和传播#近年来其感染趋势在全球迅速增加*

隐性患者及无症状者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及时发现并采取措

施是预防该病传播和及时治疗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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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感染一般发生于眼唇'口腔'脑和腰部以上皮肤#

&\P%

感染较常见于子宫颈'外生殖器及腰部以下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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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感染
&\P

可使胎儿产生先天性感染#诱发流产'早产'死

胎'畸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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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怀孕期间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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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规检测项

目#对阳性患者早做处理#即产前诊断很有必要*产前诊断是

指在出生前对胚胎或胎儿的发育状态'是否患有疾病等进行检

测诊断#产前诊断是围生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提高

我国人口素质'减少各种缺陷性疾病发生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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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严重围产期死亡#而继发感染病例围生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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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利于帮助孕妇查明是最近感染'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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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孕妇具有一定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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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无免疫力#能够进行免疫接种*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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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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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均可表明是最近可能发生感染#确认需要做

进一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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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体
&\P#

抗体对胎儿的保护效应显著弱于
&\P%

抗体

的保护#妊娠期间激活的
&\P#

抗体传播给胎儿的风险显著

高于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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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化学发光法检测的
&\P

抗体不能区分

&\P#

还是
&\P%

#本院采用
N(W

检测患者宫颈分泌物中

&\P[Q5

#对
&\P

种类进行鉴别*因采用的标本是宫颈分

泌物#可能对
&\P#

的检测阳性率会偏低一些#但是
&\P

是

作用于神经节#而且主要经产道感染胎儿#所以足以达到检测

目的*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对
&\P

应早期筛查'早期发现#

及早对孕妇进行治疗很有必要*如孕妇早期或中期检测出

&\P[Q5

阳性时最好立即终止妊娠&而孕妇处于妊娠晚期或

不愿终止妊娠时应主动配合检查#同时结合超声波'羊水穿刺

等方式进行动态监测#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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