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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

感染与妊娠结局

>%>

!

对婴儿的影响
!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伴随孕妇
ZEc

感染率的增高#低出生体质量儿(小于胎龄儿(入住
WPE_

及需

要辅助通气治疗的危险性也随之增高)

$

*

'然而#没有充足的证

据显示
ZEc

感染与新生儿低
4

;D

>?

评分(黄疸及早熟有关'

但有研究表明#

ZEc

感染是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会对围生

期结局造成不良影响#丙型肝炎妊娠者其产科并发症如胎膜早

破(胎盘早剥(引产及剖宫产(围生期胎婴儿死亡(新生儿先天

畸形(低出生体质量和出生时低
4

;D

>?

评分$

$</2

$

*

分&的

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

*

'

>%?

!

对孕妇的影响
!

相比未感染
ZEc

的孕妇#已感染者更易

患妊娠期糖尿病'孕期体质量过度增加的妇女中#妊娠期糖尿

病的发生与
ZEc

感染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在孕期体质量适度

增加的孕妇并未发现这一现象)

$

*

'有研究证实
!

型糖尿病和

ZEc

感染有关)

,

*

#其机制可能是
ZEc

加重了胰岛素抵抗或糖

尿病使抗感染能力降低#尤其是在感染
,

型
ZEc

基因的个体

中)

&

*

'尽管感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但在丙型肝炎孕妇胰腺中

能够检测出
ZEc

病毒#并会导致胰腺
*

细胞功能异常'总之#

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主要为胰岛素抵抗和
MXP

的增加#因

而
ZEc

感染大大增加了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

*

'

?

!

妊娠对
ZEc

感染预后的影响

Z>66.?/

等)

#

*研究显示#在
!!

名丙型肝炎孕妇和
$!"

名非

妊娠丙型肝炎患者中#其中妊娠组中有
!

名女性
ZEc3RW4

永久性转阴#

$

名间断性转阴%而非妊娠组中仅
$

名女性永久

性转阴#

$

名间断性转阴$

Lg"%",

&'与持续性
ZEc3RW4

阳

性患者相比#分娩后
,

个月
ZEc3RW4

转阴的女性#其
ZEc

核心蛋白水平可能低于
(@<.A

"

\

$

Lg"%"!

&'因此#结果表明

妊娠及分娩可以改善慢性丙型肝炎女性患者的预后#但目前尚

不清楚其对
ZEc

病毒血症的影响及免疫调节机制'

@

!

ZEc

感染与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S/<<.2-1

)

*

*的研究显示#

ZEc

的基因型主要有
$

!

#

型#

每种基因型又分别有
>

(

B

(

=,

种亚型'有研究显示#

$

(

!

(

,

型

基因在西方国家分布比较广#

&

型基因则在中东和非洲中部占

据着主导地位#而
(

型和
#

型基因则分别在南非和东南亚广泛

分布)

)

*

'

e:72

D

)

'

*研究发现#幼年时期感染
ZEc

的主要途径是通

过母婴垂直传播'

M:./A>=

F

7>

等)

$"

*对
,)&

人进行了相关研究#

其中包括
,)

对
ZEc

均阳性的母婴#

$"&

例
ZEc

感染的母亲

及其未感染的
$$&

例婴儿#

!$

例垂直传播的婴儿和
#'

例暴露

但未感染的婴儿'结果显示母体
Z\43KRM$

"

"&

基因在母婴

垂直传播中为保护基因#而婴儿
Z\43KRM$

"

$"

基因则是易

感基因'这个有趣的结果表明#母婴之间
Z\43KRM$

等位基

因的差异具有保护作用#同时也表明妊娠后同种异体免疫反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止
ZEc

在母婴间的垂直传播'

此外#细胞因子(

5WH3

)

(

PHW3

,

及
5VH3

*

等因子亦与

ZEc

感染有关'

A

!

ZEc

感染与母婴垂直传播机制及危险因素

J:<B?:

8

和
X>?/:3A.7/1:

)

$$

*研究发现#

ZEc

感染的女婴

血中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值高于男婴#表明不同性别的新生

儿对感染的反应不同#

ZEc

的垂直传播的危险性在女婴高于

男婴'亦有证据显示性别不同#其感染状态$主要指病毒清除

率&和血中淋巴细胞水平也不同'然而#这些研究所提及的都

是总淋巴细胞#并不是指
ZEc

特异性反应细胞#故
ZEc

感染

与特异性免疫反应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ZEc

母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可能包括!母亲
ZEc

病

毒水平(是否合并
ZPc

感染(分娩方式及喂养方法等)

$!

*

'由

于婴儿从母体获得的抗体可持续到生后
$(

!

$)

个月#所以检

测婴儿
ZEc

抗体在诊断
ZEc

感染中的价值是有限的#故建

议在婴儿出生时(出生后
#

个月(

$)

个月(

!&

个月分别多次进

行
ZEc3RW4

检测#以了解婴儿
ZEc

垂直传播情况)

$,

*

'英

国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经阴道分娩的婴儿其
ZEc

感染率为

*%*+

#急诊剖宫产感染率为
(%'+

#而择期剖宫产无
$

例感

染)

$&

*

#故不提倡
ZEc

感染的孕妇行阴道分娩)

$(

*

'

H>6<>

等)

$#

*通过对母婴垂直传播的各种危险因素进行双变量分析#

发现在一过性感染和持续性感染的婴儿中#其母亲年龄(孕次(

婴儿性别(接受输血及手术治疗与否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加拿大一项研究显示#孕妇
ZEc

抗体阳性率为
"%$+

!

!%&+

#

ZEc

的传播仅发生于
ZEc3RW4

阳性的母婴间#且病

毒水平应大于
$"

# 拷贝"毫升'孕妇存在病毒血症时母婴传播

概率为
&+

!

*+

#而当合并
ZPc

感染时#传播概率可增加
&

!

(

倍)

$*

*

'另外#母亲吸毒可显著增加
ZEc

传播的危险性#因

此可作为
ZEc

母婴垂直传播的首要危险因素)

$)

*

'

P2-.A@/

和
R:16/

)

$'

*研究显示#母婴垂直传播的确切时间尚

不明确#宫内或产时感染均有可能'若在新生儿出生
!&9

内

血清中检测到
ZEc3RW4

#则可能是宫内感染#大约
$

"

,

的婴

儿是通过此路径感染的'若在出生后几周血清中检测到

ZEc3RW4

#此多为围生期$晚期宫内和产时&感染'最近一项

研究数据显示#在双胎分娩中#产时感染最多#且易感染第
!

个

胎儿)

!"

*

'可能是第
$

个胎儿分娩后胎盘剥离#致使第
!

个胎

儿暴露于母血中而导致产时感染'

B

!

ZEc

感染与母乳喂养

K/21<..?

)

!$

*认为母乳喂养并未造成婴儿
ZEc

感染率的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明显增加'但研究证实约
!"+ZEc

病毒活动期的妇女分娩

后#可在其初乳及乳汁中检测到
ZEc

病毒颗粒'因此#不提

倡
ZEc

阳性母亲行母乳喂养)

$(

*

'西班牙一项研究发现)

$,

*

#

母亲乳汁中
ZEc

水平和血清中
ZEc3RW4

水平呈正相关#因

此在
ZEc

阳性且又合并
ZPc

感染的母亲中#母乳喂养可明

显增加垂直传播的概率'而对于
ZEc

阳性但
ZPc

阴性的妇

女#也存在通过母乳喂养传播的危险性)

!!

*

'有学者认为母亲

乳头无外伤且体内
ZEc

处于静止期时#母乳喂养不是
ZEc

垂直传播的主要危险因素)

$*

*

'李晶梅等)

!,

*指出#通过
XL54

分析并没有发现母乳喂养与非母乳喂养在
ZEc

垂直传播率

的差异'

虽然没有充足证据说明母乳喂养可增加
ZEc

垂直传播

的危险性#但
ZEc

在初乳中的含量及可能参与的母婴传播的

事实仍然不容忽视'而母乳中存在许多特异的和非特异的抗

菌物质#如免疫球蛋白(干扰素等#这些可使新生儿人群感染率

降低#尤其是消化道呼吸道感染#过敏性疾病#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和新生儿猝死综合征都有关系'中国的经济水平决定了医

疗条件和医保措施还没有到达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对
ZEc

阳性孕产妇需谨慎选择分娩方式和喂养方式#且不能不考虑该

产妇的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虽然母乳喂养有增加垂直传播的

危险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母乳的营养好(喂养方便(易

于保存(经济等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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