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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
6HY(/

感染不容忽视!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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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疾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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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新生儿中的构成比不同#其中以高

胆红素血症所占比例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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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心功能异常)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其他疾病相比#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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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感染率因当地经济+文

化+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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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相关临床症状的轻重+感

染范围的大小#与宫内接触病原体的时间及接触量的多少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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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6HY(/

感染后可引起急性病毒感染#严重时可

发生多器官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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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听力异常+高胆红素血症+肝

功能异常+神经系统损伤+心肌损伤+血小板减少+先天性心脏

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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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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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抗体的检测在临床中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

本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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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本院就诊的患儿中感染性疾病

重要的病原体#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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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原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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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几种病原体#说明新生儿

中
6HY(/

感 染 最 常 见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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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其 次 是
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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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Y(/

感染分布情况是从高到低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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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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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6HY(/

感

染有区域差异)

6Hk

病是一种常见的胎儿宫内感染性疾病#

6Hk

感染可

出现典型的三大临床表现#即脑积水#脑内钙化和视网膜脉络

炎)本研究中
6Hk.A

L

'

阳性率为
$FE<]

#阳性率最低#可能

与本市优生优育宣传工作有一定关系#这也说明避免不良接触

史#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明显降低
6Hk

在人群中的感染

率)但
6Hk

是
6HY(/

病原体中唯一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人

群大多呈隐性感染#且感染后多无临床症状#须通过检测血清

特异性抗体来发现)近年来#随着人类饲养宠物的增多#感染

率有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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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

感染是经呼吸道传播#人群对该病毒普遍易感#临床

症状轻微#预后良好#是易被忽视的急性病毒传染病#但孕妇早

孕期感染后#病毒可通过血液+胎盘屏障+羊水等感染胎儿#引

起流产+早产+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YB

%)

(YB

有三大主症#即

先天性白内障+心脏畸形和先天性耳聋)本研究中
Yh&

检出

率略低#为
EFD;]

#可能是由于近些年来风疹疫苗的广泛应用

以及成年人群因
Yh&

感染史而获得的自然免疫力#使新生儿

中
Yh&

感染率已经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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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感染是引起新生儿疾病和先天畸形的重要感染

因素之一#发生率占全部活产新生儿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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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先天感

染可引起先天性巨结肠+肝脾肿大+持续性黄疸+皮肤淤点+小

头畸形+脉络膜视网膜炎+智力低下+运动障碍+耳聋等#上述任

何一项表现都可单独存在#也可多器官+多系统病变#危害巨

大)因出生时仅有小部分患儿有临床症状#故多数不能确定诊

断)新生儿
('X

感染与母亲密切相关#母婴之间主要通过
;

种途径传播!宫内感染+经产道感染及经母乳传播#宫内感染是

主要因素#妊娠妇女早孕期感染
('X

对胎儿影响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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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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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X.A

L

'

阳性率最高#为
!FDE]

#与文献中

认为
('X

为新生儿宫内感染最常见病原体的报道一致'

E$

(

#

应加强对孕产妇的
('X

感染筛查)

/BX

感染在胚胎中比较少见#大多数新生儿为
/BX

&

型

感染#是分娩时胎儿经产道而受感染#经产道感染的新生儿表

现为全身播散性#肝+脑+肺+肾等多器官同时受累#也可局限于

皮肤+眼部或口腔#可导致新生儿疱疹性皮疹+视网膜脉络膜

炎+小头畸形+颅内播散性钙化+出现单纯疱疹脑膜炎时有明显

颅内压升高+频繁而不易控制的抽搐#病死率及后遗症都较高)

在本研究中#有
"!

例新生儿
/BX

感染#其中大部分在分娩过

程中感染#很少经胎盘或血行感染#因此在孕后期检测
/BX

抗体#可以有效避免此类疾病在新生儿的发生)

本研究中结果显示#不同疾病在
6HY(/.A

L

'

阳性的新

生儿中所占构成比不同#其中以高胆红素血症最多见#为

D<F!E]

#目前研究表明新生儿感染
6HY(/

病毒后#会诱发体

内肿瘤坏死因子
.

)

释放和抑制葡萄糖醛酸转移酶活性#从而

损伤新生儿肝脏#造成胆汁转运排泌受阻#引起胆汁淤积#最终

导致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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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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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6HY(/

后临床症状不是很典型#其诊断方式仍需

依靠实验室检查#目前诊断
6HY(/

感染的方法主要为聚合

酶链反应$

%(Y

%+血清学检测和病原体分离培养等方法)

%(Y

灵敏度+特异度较高#但对实验平台要求较高#无法广泛推广&

病毒分离准确率最高#但费时费力#临床推广较难&血清学检测

相对较简单易行#已在临床工作中广泛推广)本研究采用

(@A7

技术检测
6HY(/

特异性抗体#此方法采用磁微粒子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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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方法#提高检测灵敏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结果快速+准

确'

E"

(

#是一种比较可靠+易于推广的
6HY(/

感染筛查的检测

方法)

通过对本院新生儿
6HY(/

特异性
A

L

'

抗体检测结果和

相关疾病的分析#表明
6HY(/

感染情况不容乐观#今后在新

生儿感染性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应重视
6HY(/

感染的血清学

筛查#对出现上述临床症状而又不明原因者#应及时采用

(@A7

技术检测
6HY(/

特异性抗体#以便早干预+早治疗)

因此
6HY(/

感染的血清学筛查对新生儿保健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临床上应常规开展基于
(@A7

技术的
6HY(/

血清学定

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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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的临床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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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都市

西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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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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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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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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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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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低危患者"低危组#

!"

例!高危患者"高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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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集患者血浆并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其血浆肌钙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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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水平!并比较三者检测的阳性率'灵敏度和特

异度$结果
!

高危组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检测水平明显高于低危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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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肌钙蛋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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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钠尿肽检出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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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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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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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出阳性率"

;=F#;]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F$!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对急性肺栓塞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明显高于
:.

二聚体$结论
!

检测血浆肌钙蛋白'

&

型

钠尿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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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水平都有助于急性肺栓塞的临床诊断!相对于
:.

二聚体!血浆肌钙蛋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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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钠尿肽在急性肺栓塞的诊断中

具有更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关键词"急性肺栓塞&

!

血浆肌钙蛋白&

!

&

型钠尿肽&

!

:.

二聚体

!"#

!

E$F;I#I

"

M

F*NN8FE#=;.DE;$F"$E#FE#F$DE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E#=;.DE;$

"

"$E#

#

E#.";$#.$"

!!

急性肺栓塞是指嵌塞物质进入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

织的血液供应而引起的病理和临床状态#常见的栓子是血栓#

其余为少见的新生物细胞+脂肪滴+气泡+静脉输入的药物颗粒

甚至导管头端引起的肺血管阻断)急性肺栓塞在我国的发病

率和病死率仅次于心脏病和心肌梗死#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

主要心血管疾病'

E

(

)有研究指出#急性肺栓塞患者中约
"$]

!

;$]

的死亡是由于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导致的#若能及

时诊断并给予治疗#急性肺栓塞病死率可降至
<]

左右'

"

(

)国

外研究显示#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浓度变化

对预测患者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

(

)本研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探讨这
;

项生物标志物在急性肺栓塞诊断中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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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以本院
"$ED

年
E

月至
"$E#

年
E

月收治的
I;

例符合-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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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的急性

肺栓塞患者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

E

%合并严重脑+肝+肾+肺

疾病者&$

"

%合并慢性感染者&$

;

%合并恶性肿瘤者&$

D

%合并自

身免疫性疾病者)根据患者病情的危重程度分为低危患者$低

危组%

!"

例和高危患者$高危组%

DE

例)低危组患者中男
"I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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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岁+平均$

DDFDJEEF=

%岁&高危组患

者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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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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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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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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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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