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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晚期肌肉注射
OUP/

与新生儿及产后乳汁
OU[!NJ"

含量相关性分析"

米永华!黎
!

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检验科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孕产妇各个时期注射高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

OUP/

$后血清及乳汁中
OU[NJ"

含量的分析'比较!

为乙肝携带者孕产妇的乙肝病毒的母婴阻断及产后母乳喂养方案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

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
OU4"

<

"

i

$的乙肝携带者孕妇
&$)

例!根据自愿'保密的原则!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研究组
6#

例于

孕期
'.

'

1'

'

1*

周进行肌注高效价
OUP/'))X

!对照组
*#

例中的孕产妇由于各种原因在孕期未进行
OUP/

注射%分别于注射

前'分娩前检测两组血清中
OU[NJ"

含量'分娩后对新生儿血清及
1

"

#C

内乳汁进行
OU[NJ"

含量检测!分析两组的差异及

相关性%结果
!

注射
OUP/

前研究组
OU[NJ"

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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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

例'

&6

例'

1)

例!产前分别为(

1#

例'

')

例'

')

例#对照组产前
'

次检测为(

&%

例'

'&

例'

'#

例及
')

例'

&6

例'

'.

例#在研究组与对

照组中新生儿血清
OU[NJ"

阳性分别为(

&

例"

#(1M

$及
#

例"

6(6M

$#在两组乳汁中
OU[NJ"

阳性分别为(

1

例"

$M

$和
.

例

"

&'(1M

$%结论
!

乙肝携带者孕妇在孕晚期进行
OUP/

的注射可能影响其乙肝病毒的复制进而减少新生儿宫内感染的概率!同

时降低其产后乳汁的
OU[NJ"

的阳性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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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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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传播#

!

乙肝病毒携带者#

!

乙肝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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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

OU[

%感染是当前较为严重的世界健康问题#

我国是一个
OU[

感染的高发区#在人群中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

OU4"

<

%携带者#有
$)M

"

#)M

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被

动感染的*因此#如何减少我国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OU!

4"

<

%携带者数量#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减少母体血液)乳汁中

OU[

的含量#切断母婴传播途径#减少围生期新生儿被感染

率*对于乙肝携带者孕晚期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OUP/

%阻断

OU[

宫内感染的效果和产后母乳喂养会否传染
OU[

仍存在

一定的争议'

&!#

(

#本文采用荧光定量
W,V

技术检测乙型肝炎病

毒携带孕产妇血清)乳汁及新生儿血清中
OU[NJ"

含量#分

析孕产妇在经过
OUP/

阻断或者未经处理后其不同时期的血

清中
OU[NJ"

浓度含量#以及对乳汁和新生儿血清
OU[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6

卷第
6

期
!

P5;RL=F0:C

!

"

A

?3@')&*

!

[8@(16

!

J8(6

"

基金项目!永川市科委基金资助项目$

')&'UT#)''

%*

!

作者简介!米永华#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肿瘤诊断方法学研究*

!

#

!

通讯作

者#

T!G=3@

!

3=G@3

H

=5

<$

&*1(E8G

*



NJ"

浓度的影响#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孕晚期的处理和产后母

乳喂养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在本院产

科门诊行孕期产前检查的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产妇
&$)

例#其平均年龄
'6('

岁#最大
$'

岁#最小
')

岁*根据自愿)保

密原则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研究组分别在孕期
'.

)

1'

)

1*

周给予高效价
OUP/

肌肉注射
'))X

#非用药组不采取治疗

措施*两组均按照孕妇产前保健手册按时到医院进行孕期各

项检查*

@(A

!

标本采集方式
!

血清!所有研究对象于孕期
&'

周)产前

分别采集空腹静脉抗凝血标本
'GL

#新生儿出生后
'$+

内乙

肝被动
!

主动免疫前股静脉采集标本#所有标本均在
'+

内分

离#待检*乳汁!于产妇分娩后
1

"

#C

内乳房局部清洗消毒后

用一次性无菌容器采取乳汁
&

"

'GL

#将乳汁
1)))?

"

G35

弃

上层脂肪#取中层乳清进行乳汁
OU[NJ"

检测$检测方法同

血液标本%*

@(B

!

OU[ NJ"

荧光定量
W,V

检测
!

仪器!上海宏石

KL"J*()

#试剂!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测定试剂盒$

W,V!

荧

光探针法%

@(B(@

!

试剂准备
!

取出试剂#衡温#备用*根据待测样本)阴

阳性对照以及定量参考品
"!N

#按比例取相应量的反应液)酶

混合液及内标#充分混合成
W,V!G3̀

#瞬时离心后备用*

@(B(A

!

样本处理
!

在反应管中加入核酸释放剂
#

#

L

#然后分

别加入待测样本)阴阳性对照以及定量参考品
"!N

各
#

#

L

#混

匀*

&)G35

后#加入
W,V!G3̀ $)

#

L

#

')))?

"

G35

离心
1)4

*

@(B(B

!

W,V

扩增
!

将
W,V

反应管放入扩增样品槽#按对应

顺序设置阴阳性对照)定量参考品
"!N

及未知样本#并设置样

本名称定量参考浓度#选择荧光检测通道#设定循环参数*

@(B(C

!

结果分析
!

反应结束后自动保存结果#根据分析后图

像调节
U=4:@35:

的
K;=?;

值)

T5C

值以及
7+?:4+8@C

值#进行分

析#得出结果*

@(C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实验数据都应用
KWKK&%()

统计软件

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检验#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在表
&

中可见研究组在孕期
'.

)

1'

)

1*

周给予高效价

OUP/

肌肉注射
'))X

后血清中
OU[!NJ"

含量较以前有所

下降#但是
;

(

)()#

#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中各组的
OU[!

NJ"

含量差异无统计意义$

;

(

)()#

%*表明对于乙肝携带者

孕产妇在孕期给予高效价
OUP/

肌肉注射对于降低血清中

OU[!NJ"

含量无明显意义*

表
&

!!

孕妇产前
OU[NJ"

检测变化情况

组别
'

时间
血清中

OU[NJ"

含量$

E8

A

3:4

"

GL

%

$

#)) #))

!&

Z&)

*

&Z&)

*

研究组
6#

孕期
&'

周
'.

例
&6

例
1)

例

产前
1#

例
')

例
')

例

对照组
*#

孕期
&'

周
&%

例
'&

例
'#

例

产前
')

例
&6

例
'.

例

A(A

!

表
'

可见研究中初乳及新生儿
OU[NJ"

阳性占
$M

和

#(1M

#对照组占
&'(1M

和
6(6M

*两组中对照组较研究组有

明显差异$

;

$

)()#

%#表明在孕晚期给予高效价
OUP/

肌肉注

射可能对于减少新生儿宫内感染率及产后初乳的
OU[NJ"

阳性率有一定的意义*

表
'

!!

产妇初乳及新生儿血清中
OU[NJ"

!!!!

阳性情况#

5

$

M

%&

组别
'

初乳
OU[NJ"

阳性

新生儿
OU[NJ"

阳性

研究组
6# 1

$

$

%

&

$

#(1

%

对照组
*# .

$

&'(1

%

"

#

$

6(6

%

"

!!

"

!

;

$

)()#

#与研究组比较*

B

!

讨
!!

论

OU[

感染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母婴垂直传播#其中传

播的方式主要有!产前宫内感染)分娩时传播$产道感染%及产

后水平传播$产后感染%*马静等'

*

(研究发现血清中高浓度的

OU[NJ"

含量将直接影响其产前宫内感染率*因此#在此环

节需降低孕妇
OU[NJ"

含量从而控制新生儿发生宫内感

染#本研究中观察不同浓度血清
OU[NJ"

含量孕妇给予高

效价
OUP/

肌肉注射后其
OU[NJ"

浓度较注射之前有所下

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新生儿
OU[!NJ"

阳性率统计

中发 现 研 究 组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

)()#

%*因此#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笔者建议在孕期

给予高效价
OUP/

肌肉注射#其可能对于减少其宫内感染有一

定的作用*产道感染大部分是由于分娩时胎盘剥离#母血通过

脐静脉进入胎儿体内#还有一些是胎儿经过产道时#皮肤擦伤

而接触了母血受到感染*对于此种感染方式的预防需要产科

医师密切配合*产后感染途径只要是食物传播#对于新生儿来

说#就是母乳传播以及密切接触*总所周知#母乳是婴儿成长

最理想的营养品#它富含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乳糖)

矿物质及维生素#以及免疫球蛋白#有益于婴儿生长发育#国家

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但是对
OU4"

<

阳性产妇可否采用母乳喂

养尚无统一意见'

6!.

(

#对于检查产妇初乳中
OU[NJ"

含量#

是指导新生儿喂养方式的一个较为科学的办法#血液中的

OU[

主要来源于肝脏#而乳汁中的
OU[

主要来源于血液*

当乳汁中含有高浓度的
OU[NJ"

时#婴儿吸吮母乳时也将

吸入含有
OU[!NJ"

的血液*因此#但当新生儿口腔)咽喉)

食道)胃肠黏膜等处有破损)溃疡时#

OU[

就可能通过毛细

血管进入血液循环而引起其感染*本研究中发现在孕期注射

高效价
OUP/

组中#产后乳汁中
OU[NJ"

阳性率明显下降#

这也为新生儿进行母乳喂养提供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在对于乙肝携带者孕妇在孕晚期进行规律的高

效价
OUP/

肌肉注射#可能降低新生儿宫内感染率及初乳中

OU[NJ"

阳性率#从而降低新生儿感染
OU[

的概率并为其

母乳喂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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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患者的创伤严重程度甚至预后也有积极的反应价值#因此此

方面的探讨空间较大'

%!&)

(

*临床中与神经功能相关的血液指

标较多#其中
JKT

)

K&))U

)

J/I

及
UNJI

等均是与神经功能

密切相关的指标#

JKT

作为临床中检测价值较高的一类指标#

其在血清中的含量变化对于机体的神经功能状态具有积极的

反应价值#其对于神经细胞的状态具有积极的检测作用#神经

细胞受损后#其细胞膜完整性受损#

JKT

被释放出来#通过血

脑屏障进入血液中#且神经细胞受损越为严重#其血液含量越

高'

&&!&'

(

#因此对其进行检测的价值较高*

K&))U

是临床中研究

相对较多的另一类神经功能相关指标#其主要存在于神经纤维

中#神经功能受损后其被释放入血#且其变化波动受神经受损

程度及发展转归影响较大#因此对其在颅脑受损患者中的变化

研究极为必要'

&1!&#

(

*

J/I

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一类神经调节

因子#当神经功能受损后#其对于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元的生

长)再生及其他方面均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对其在颅脑损

伤患者中的变化研究价值也较高*

UNJI

是广泛存在于神经

系统中的一类指标#其对神经元的存活)分化及生长发育等均

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在神经受损后#其起到积极的修复及促进

作用#且受损越严重则其表达越突出#因此对其的变化探讨价

值也较高*

本文中笔者就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

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检测价值进行探讨#并与健康人员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颅脑损伤患者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均差于健

康人群#血清神经功能指标也均高于健康人群#且上述指标的

波动受颅内压及疾病严重程度影响较大#疾病越为严重及颅内

压越高的患者其上述指标的不良波动越为明显*综上所述#笔

者认为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颅脑损伤患

者中的检测价值较高#对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颅内压情况的了

解均有积极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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