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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自然流产患者
!W<;2

检验的结果分析

张小蓬

"海门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南通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W<;2

检验在自然流产中的应用价值分析&方法
!

收集
#&"'

年
"V"#

月在该院接受自然流产的孕妇

"%&

例纳入观察组!选取同期来该院体检的
"#&

例无自然流产史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
SXRZ=

检验法检测所有孕妇
!W<;2

抗

体!比较两组
!W<;2

试验检出状况&结果
!

观察组中的风疹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2Z̀ 1

$

%(巨细胞病毒"

;+`

%(弓形虫

"

!WY

%的阳性率分别为
($((B

(

""$((B

(

#?$'DB

(

%"$((B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B

(

"$'DB

(

($((B

(

"$'DB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流产(死胎(早产比例分别为
(E$'DB

(

?$&&B

(

"&$'DB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B

(

&$&&B

(

"$'DB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2Z̀ 1

$

和
;+`

所致不良妊娠发生率显著高于
<̀

(

!WY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孕前检测
!W<;2

病原体或病毒可有效防止自然流产的发生!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关键词"自然流产$

!

!W<;2

$

!

检验价值

!"#

!

"&$(@'@

"

F

$-GGH$"'D(1E"(&$#&"D$"?$&%'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E%1&#

!!

临床中
!W<;2

指的是风疹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

2Z̀ 1

$

%*巨细胞病毒$

;+`

%*弓形虫$

!WY

%

E

种病原体的

总称#

W

表示其他病原体和病毒)

!W<;2

中的病原体和病毒

通常以女性机体细胞作为寄居场所#当女性怀孕时可通过胎盘

进行母婴之间的传播'

"

(

)有研究指出#自然流产*早产*死胎的

发生与
!W<;2

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可能造成孕妇中枢

神经系统发生异常'

#1(

(

)赵慧明'

E

(研究指出#

!W<;2

病原体

或病毒在女性妊娠时被激活进入裂解性复制#使患者发生病毒

血症甚至造成死亡#但是国内外以往的研究中均未证实

!W<;2

与不孕是否有联系)本研究中主要收集
#&"'

年
"V

"#

月在本院诊疗的有自然流产史的孕妇
"%&

例纳入观察组#

对
!W<;2

与自然流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V"#

月在本院就诊有自然流

产史的患者
"%&

例纳入观察组#选取同期来本院体检的
"#&

例

无自然流产史孕妇作为参照纳入对照组)所有观察组患者均

出现自然流产#但不包括由于其他因素如染色体病*解剖原因

等引发的流产)其中流产
"

次
?#

例#流产
#

次
#'

例#流产
(

次
E#

例)排除标准!$

"

%合并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

%严重

肝肾功能不全者&$

(

%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者)本次研究经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两组基线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具有可比性)

A$B

!

方法
!

所有孕妇均在早上空腹静脉采血
%IX

#静置
"L

后#离心
"%I-H

后沉淀取上清液置于
V#& d

环境下保存待

测)采用
SXRZ=

法检测两组女性血清中的
!WY

*

<̀

*

;+`

*

2Z̀ 1

$

#所有检测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检测项目为

!WY1R

O

+

*

<̀ 1R

O

+

*

;+ 1̀R

O

+

*

2Z̀ 1

$

1R

O

+

)若检测结果为

阳性#则在
"EN

后重新检测)

A$C

!

诊断方法
!

!W<;2

病原体的诊断主要依靠
SXRZ=

法

对血清抗体进行检测#主要测定患者血清中
!W<;2

所表现

出来的特异性抗体#若患者
R

O

+

检测为阳性#说明近期患者可

能发生过
!W<;2

感染#有一定概率发生胎儿畸形&若患者

R

O

)

阳性#则表明患者可能曾经发生过
!W<;2

感染)

A$D

!

统计学处理
!

选用统计学软件
Z9ZZ"@$&

进行数据分析

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用$

B

%表示#组间数据比较行
!

# 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FAE

表示#组间数据比较行
8

检

验#以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孕周*体质量

指数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

性)见表
"

)

表
"

!!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FAE

$

组别
/

年龄$岁% 孕周$周% 体质量指数

观察组
"%& #%$(AE$" '$%A#$" #"$?A($%

对照组
"#& #E$DA($@ '$#A#$( #"$EA($#

8 "$##" "$""D &$@'@

! &$""" &$"(# &$"''

B$B

!

两组女性血清中的
!WY

*

<̀

*

;+`

*

2Z̀ 1

$

阳性率比

较
!

观察组
!WY

*

<̀

*

;+`

*

2Z̀ 1

$

阳性率分别为
($((B

*

""$((B

*

#?$'DB

*

%"$((B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B

*

"$'DB

*

($((B

*

"$'D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女性血清中的
!WY

&

<̀

&

;+`

&

2Z̀ 1

$

!!!

阳性率比较(

/

#

B

$)

组别
/ !WY <̀ ;+` 2Z̀ 1

$

观察组
"%& %

$

($((

%

"D

$

""$((

%

E(

$

#?$'D

%

DD

$

%"$((

%

对照组
"#& &

$

&$&&

%

#

$

"$'D

%

E

$

($((

%

#

$

"$'D

%

!

#

E$&D% @$%## #@$D%@ D@$E%#

! &$&EE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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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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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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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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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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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两组女性不良妊娠结果比较
!

观察组流产*死胎*早产比

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女性不良妊娠结果比较(

/

#

B

$)

组别
/

流产 死胎 早产

观察组
"%& %#

$

(E$'D

%

"#

$

?$&&

%

"'

$

"&$'D

%

对照组
"#& "&

$

?$((

%

&

$

&$&&

%

#

$

"$'D

%

!

#

#'$"(( "&$&E' ?$'D?

! &$&&& &$&&# &$&&(

B$D

!

观察组
!W<;21R

O

+

阳性孕妇不良妊娠结果比较
!

观

察组
2Z̀ 1

$

和
;+`

所致妊娠率显著高于
<̀

*

!WY

所致的

不良妊娠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E

)

表
E

!!

观察组
!W<;21R

O

+

阳性孕妇不良妊娠结果比较

种类
阳性

$

/

%

流产

$

/

%

死胎

$

/

%

早产

$

/

%

不良妊娠发生率

'

/

$

B

%(

2Z̀ 1

$

DD (# & @ E"

$

%($#%

%

;+` E( "" ? % #E

$

%%$?"

%

<̀ "D ' E # "#

$

D&$%@

%

!WY % ( & & (

$

'&$&&

%

合计
"%& %# "# "' ?&

$

%($((

%

C

!

讨
!!

论

!!

自然流产在临床中属于较为常见的疾病#主要表现为女性

停经后出现阴道流血*腹部阵痛等状况)对于早期流产的患者

而言#多是由于内壁绒毛和蜕膜之间出现剥离最终导致子宫出

现收缩等症状从而将胚胎排出'

%

(

)临床中发生自然流产的危

险因素有很多#在孙开琳'

'

(的研究发现#除家族遗传*母体状

况*免疫等因素外#

!W<;2

感染及胎儿的宫内感染也是发生

自然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胥数'

D

(的研究中发现#约
%&B

的

!W<;2

感染患者可能会发生自然流产#而我国的
!WY

*

<̀

*

;+`

*

2Z̀ 1

$

感染率常年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研究可以发

现#女性在孕期内
!W<;2

感染占
(B

#

?B

#甚至
!W<;21

R

O

+

阳性不高的孕妇也有概率出现胎儿宫内感染'

?1@

(

)彭扬洋

等'

"&

(的研究指出#采用
SXRZ=

法对女性血清中的
!WY

*

<̀

*

;+`

*

2Z̀ 1

$

抗体进行检测可有效检测出怀孕前后的感染状

况#不但利于胎儿的健康#还可以作为其他疾病的诊断依据)

;+`

对孕妇和胎儿的危害巨大#不但会造成孕妇发生自

然流产#胎儿宫内感染数年后可能发生智力*听觉*视力方面的

障碍)林晓萍等'

""

(的研究指出#孕妇急性感染弓形虫后有

E&B

左右的概率传染给胎儿#导致先天性弓形虫病的发生#感

染来源主要是鼠形虫#这种感染会使孕妇发生全身性疾病并导

致多器官损坏#主要以神经系统和眼部的病变为主#这也可能

是导致婴儿发生神经中枢病变的重要原因)

<̀

感染主要导

致患者出现风疹#不但可能发生流产和死胎#还可能导致婴儿

发生先天性风疹)

2Z̀ 1

$

则属于复合型病原体#若孕妇发生

这种病原体则会容易引发其他菌种的感染从而导致绒毛膜羊

膜炎的发生#最终导致流产)以往的研究表明自然流产率高达

%&B

'

"#

(

)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WY

*

<̀

*

;+`

*

2Z̀ 1

$

阳性率分别

为
($((B

*

""$((B

*

#?$'DB

*

%"$((B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B

*

"$'DB

*

($((B

*

"$'D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吕斌'

"(

(的研究结果相似&观察组流产*死胎*早产比

例分别为
(E$'DB

*

?$&&B

*

"&$'DB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B

*

&$&&B

*

"$'D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

姚军等'

"E

(的研究结果相符&观察组
2Z̀ 1

$

和
;+`

所致不良

妊娠发生率显著高于
<̀

*

!WY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陈敏芝'

"%

(的研究结果吻合)说明
!W<;2

感染与

不良妊娠结局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在检测的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
2Z̀ 1

$

和
;+`

的检验#积极宣传孕前需要注意的事

项#如不要接触猫狗等动物#严格注意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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