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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国等东南亚国家慢性乙型肝炎高发区，约 *%V
的 5RW 感染是通过母婴传播获得，且不能通过主被动联合免

疫进行预防，因此 5RW 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研究对于控制我国

乙肝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 对象和方法

!" ! , 对象 , $%%$J!% X $%%*J!% 连续收集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5R7YI 阳性 &. 例孕妇及其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剔除 5R7YI 阴

性孕妇 $ 例，新生儿血清或胃液不足或已不适于 SDH9Y 检测

* 例，故实际纳入病例数为 &* 例，孕妇平均年龄（$(" - Z *" &）

岁，新生儿体质量（*" % Z %" +）[I，男婴 $( 例，女婴 $’ 例，无畸

形儿"
采集孕妇肘静脉血、新生儿出生 $- ; 内、免疫预防前股

静脉血，分离血清，) $%\保存备用" 出生后 ! ; 内抽取胃液，

) $%\保存备用" 采血后常规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

苗" 5R7YI，5R2YI 检测试剂盒购于上海科华生物技术公司"
!" $, 方法, 血清、胃液 5R7YI，5R2YI 检测：均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SDH9Y，上海科华），检测步骤及结果判断按说明书

进行，结果由全自动酶联检测仪（/01C@7[68 /N*）读出" 新生

儿股静脉血 5R7YI 阳性判断为宫内感染"
统计学 处 理：采 用 9O99 !%" % 软 件，采 用 !$ 检 验 或

]@7;23^7 C27C 精确检验，以 ! _ %" %& 确定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 结果

$" !, 新生儿血清及胃液检测 , 新生儿外周血 5R7YI 阳性 *
例，$ 例源于 5R2YI 阳性母亲；$ 例胃液 5R7YI 阳性，! 例胃

液同时 5R2YI 也阳性" ( 例胃液 5R2YI 阳性新生儿均来自于

5R2YI 阳性母亲"
$" $, 新生儿胃液 5R7YI，5R2YI 阳性对乙肝病毒宫内感染的

危险度分析, &* 名新生儿中，发生宫内感染 * 例" ]@7;23^7 C27C
显示新生儿胃液 5R7YI，5R2YI 阳性与乙肝病毒宫内感染危

险性很低（! ‘ %" $!*，%" *&$），有待于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 讨论% 5RW 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一直是流行病学的研究

重点，母亲 5R2YI 阳 性 与 宫 内 感 染 的 关 系 已 获 得 广 泛 共

识［! ) *］，先兆早产、先兆流产等因素与宫内感染的关系尚待明

确，一些新的危险因素有待于认识" >;28 等［-］采用前瞻性研

究方法对新生儿胃液进行 5R7YI 检测，发现新生儿感染病例

均是来自于胃液 5R7YI 阳性的新生儿，体现了胃液表面抗原

与宫内感染相关性" 本次调查发现的 * 例感染者有 $ 例新生

儿胃液 5R7YI 阳性，但感染组与未感染组胃液 5R7YI 阳性率

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 ‘ %" $’-），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

研究" 消化道途径也是 5RW 传播的重要途径，但其感染剂量

要比血液传播途径高 &% 倍以上才能实现" 其与宫内感染的

微弱联系可能是与此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次研究我们对新生儿胃液 5R2YI 进行检测，并未发现

胃液 5R2YI 与新生儿感染的显著性联系" 5R2YI 是 5RW 重

要的免疫耐受原，其与新生儿感染的联系有待于扩大样本量

研究" 同时，胃液 5R2YI 阳性新生儿疫苗接种效果和预后的

临床意义 也 有 待 于 长 期 随 访 观 察" 本 次 研 究 检 出 的 胃 液

5R2YI 阳性新生儿全部来自于 5R2YI 阳性母亲，提示胃液

5R2YI 与其新生儿外周血存在的形式一样［!］，可能是母亲外

周血 5R2YI 转运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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