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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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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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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庆市无偿献血者中人细小病毒
W$(

感染状况!评估
W$(

病毒的流行病学情况!为本市乃至中国未来

制订实施更为科学合理的输血安全策略提供基础数据'方法
!

用
=̂ T:9

对无偿献血者血液进行
W$(T

H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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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6

抗体筛查'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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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无偿献血者血液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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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2&%-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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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W$(T

H

;

抗体阳性率高

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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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男性和女性中
W$(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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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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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中
W$(T

H

;

阳性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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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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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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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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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血型人群比较(不同季节献血者
W$(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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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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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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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型肝炎病毒"

8Wb

%(丙型肝炎病毒"

8<b

%(

8Tb

阳性样本与阴性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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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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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重庆市献血者中!仍有少部分人群感染
W$(

病毒!在尚未

开展
W$(

病毒筛查的情况下!存有输血传播该病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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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细小病毒
W$(

$

JQ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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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G#?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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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bW$(

或
W$(

&

是细小病毒属中惟一与人类疾病有密切关系并能使人致病的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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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澳大利亚
<"++I?4

在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样本

中#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
W$(

病毒颗粒)

$(/$

年首次证实

W$(

与人类镰状细胞贫血患者发生再生障碍危象有关#人们逐

渐认识到
W$(

病毒广泛分布#可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或黏液和

飞沫&*输注血液和血液制品传播'

1

(

#尤其对于长期输注血液及

制品的患者存在潜在的危险)

W$(

病毒感染通常无症状表现#

但有研究证实该病毒的感染与成人关节炎*幼儿传染性红斑*

孕妇的胎儿水肿和宫内死胎等疾病相关#尤其对于免疫缺陷的

人群#可以造成
W$(

病毒的持续性感染'

'

(

)输血也是
W$(

病

毒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为了解重庆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

W$(

病毒感染及流行情况#作者用
=̂ T:9

法对献血者进行
W$(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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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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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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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筛查#以期为今后输血和血液制品筛查策略的

制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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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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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抽取
1%$1

年
$%

月至
1%$'

年
(

月重庆市无

偿献血者血液样本
$$%0

份#每位献血者留取无分离胶
=Y59

抗凝
2D̂

和有分离胶
/D̂ =Y59

抗凝血各
$

管'无分离胶

的用于乙型肝炎病毒$

8Wb

&*丙型肝炎病毒$

8<b

&*

8Tb

检

测#有分离胶的用于
W$(

检测(#各样品管的离心和保存均按

相应的检测试剂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本研究的无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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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1%$2

年
$1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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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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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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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1%$1.1.0/1

&)

!

作者简介!秦伟斐$

$(/$]

&#检验师#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血液传染病学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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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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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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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的一般情况

项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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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女
#$%

#

$%&'(

$

!

男
(()

#

(*&+#

$

年龄#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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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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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

汉
!*'*

#

%(&%+

$

!

少数民族
$#

#

$&*,

$

职业

!

工人
!#)

#

!$&!$

$

!

农民
!$)

#

!+&+$

$

!

公职人员
)%

#

)&$#

$

!

学生
!#'

#

!$&$+

$

!

商业服务
%!

#

,&+#

$

!

自由职业
$!(

#

+,&(+

$

!

其他
+!!

#

!%&!!

$

居住地

!

主城九区
#'!

#

#+&((

$

!

市区郊县
#*)

#

$(&(%

$

!

其他省市
++,

#

+*&()

$

血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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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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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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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设备
!

主要试剂&

0.1-

2

检测#北京万泰'生物梅

里埃$(抗
3045

检测#上海科华'美国强生$(抗
3065

检测#上

海科华'生物梅里埃$!

.!%6

2

7

)

6

2

8

检测采用德国维润
"

赛润

公司生产的赛润
9:6;-<=>11?<

细小病毒
.!%6

2

7

)

6

2

8

抗体检

测试剂盒!细小病毒
.!%6

2

8

和
6

2

7

抗体试剂盒的批号分别

为&

;87&4@

)

;99&AB

和
;.C&C4

)

;CC&9D

!主要检测设备&

E;F!)*

型全自动样品处理仪#瑞士帝肯$(

A-89+#

)

+*

型全

自动酶联免疫分析系统#瑞士哈米尔顿$(

9B:,*,

酶标仪#美

国
.6/3G9H

$和
G.:#***

离心机#湖南湘仪$!

!&#

!

结果判断
!

所有检测均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本实验室

将
0.1-

2

'抗
3045

'抗
3065

检测结果
;

)

4I

#

*&,

即判为有反

应性(其中(

!&*

$

;

)

4I

#

*&,

之间设置为灰区(双试剂
;

)

4I

均

#

*&,

(直接判为阳性(双试剂
;

)

4I

均
%

*&,

(直接判为阴性!

.!%6

2

8

抗体浓度&

%

!$@

)

J:

为阴性'

$

!'@

)

J:

为阳性(

!$

!

!'@

)

J:

为可疑(不记入阳性!

.!%6

2

7

抗体浓度&

%

$)

@

)

J:

为阴性'

$

#)@

)

J:

为阳性(

$)

!

#)@

)

J:

为可疑(不

记入阳性!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K*&*)

(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献血者中
.!%6

2

8

和
6

2

7

阳性率
!

!!#*

份无偿献血者

血液样本中(

.!%6

2

8

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

.!%6

2

7

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6

2

8

'

6

2

7

双阳性
+!

份#

!&%*"

$(

6

2

8

'

6

2

7

双阴

性
((#

份#

(*&!#"

$(见表
+

!

表
+

!!

无偿献血者中
.!%6

2

8

和
6

2

7

抗体检测结果分布

.!%6

2

8

.!%6

2

7

阳性#

!

$ 阴性#

!

$

合计"

!

#

"

$%

阳性#

!

$

+! $) )(

#

)&*'

$

阴性#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献血者中
.!%

病毒检测结果的人群特点
!

性别比较&在

.!%6

2

8

抗体中(女性
6

2

8

阳性率为
'&)+"

(男性阳性率为

$&#("

(女性高于男性#

!

+

K%&*#)

(

"K*&**$

$!在
.!%6

2

7

抗

体中(女性
6

2

7

阳性率为
$%&(#"

(男性阳性率为
$#&'#"

(女

性与男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不

同年龄段比较&不同年龄段
.!%6

2

8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K*&,+'

(

"K*&,#$

$*

.!%6

2

7

阳性检各年龄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

"K*&***

$(阳性率随着

年龄增长而增加!不同文化程度人群比较&

.!%6

2

8

阳性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而
.!%6

2

7

阳性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

"

%

*&**!

$(随着文化

程度的降低(其感染率呈增长趋势!不同血型人群比较&

.!%

6

2

8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

.!%6

2

7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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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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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中
.!%

病毒检测结果的季节特点
!

.!%6

2

8

阳性

检出主要分布于
!

月#

'&#!"

$'

#

月#

'&$*"

$'

(

月#

(&%,"

$'

,

月#

(&'#"

$'

%

月#

%&$$"

$'

!!

月#

,&%("

$'

!+

月#

(&('"

$!

.!%6

2

7

各 月 均 表 现 出 较 高 的 阳 性 率(其 中(

,

月 最 高

#

#!&)'"

$(

!+

月最低#

+)&$$"

$!按照
$

!

)

月为春季(

(

!

,

月为夏季(

%

!

!!

月为秋季(

!+

!

+

月为冬季进行季节划分(

.!%

6

2

8

和
.!%6

2

7

季节性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

"

$

*&*)

$!见图
!

和表
#

!

"&$

!

献血者样本中
.!%6

2

8

'

6

2

7

分别与
0.5

'

045

'

065

共

同感染情况
!

所有无偿献血者血液样本均经过
0.1-

2

'抗
3

045

'抗
3065

两种不同厂家的
9:6;-

试剂检测(分别与
.!%

6

2

8

'

6

2

7

共感染阳性样本共
$)+

份(均为阴性的样本
')+

份!

经过
.!%6

2

8

和
6

2

7

检测(与
$

项
9:6;-

结果共感染的
$)+

份样本中(

.!%6

2

8

阳性
!#

份#

$&%,"

$(

.!%6

2

7

阳性
!+%

份

#

$(&()"

$!其中(与
.!%6

2

8

共感率分别为
065)&+("

'

0.5#&*$"

'

045+&($"

(三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K*&(+$

$!与
.!%6

2

7

共感率分别为
045#$&,("

'

0.5$$&*("

'

065$$&$$"

(三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在
$

项
9:6;-

结果均为阴性的
')+

份

样本中(

.!%6

2

8

阳性
#+

份#

)&)%"

$'

.!%6

2

7

阳性
+'(

份

#

$(&'*"

$*均阴性样本与共感染阳性样本比较(

.!%6

2

8

阳性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

.!%6

2

7

阳

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

"K*&%,(

$(见表
)

!

表
$

!!

献血者中
.!%6

2

8

和
6

2

7

抗体阳性率

!!!

人群特点!

!

"

"

#$

项目
! .!%6

2

8

阳性
.!%6

2

7

阳性

性别

!

女
#$% $$

#

'&)+

$

!'#

#

$%&(#

$

!

男
(() +$

#

$&#(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

#

#&*#

$

!'!

#

#(&*%

$

!

高中'中技
$#+ !'

#

#&%'

$

!++

#

$)&('

$

!

大专
!%, !*

#

)&*)

$

'*

#

$)&$)

$

!

本科及以上
!%$ !#

#

'&+)

$

#+

#

+!&'(

$

血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图
!

!!

.!%6

2

8

与
6

2

7

阳性率在各月份的分布情况

表
#

!!

不同季节中
.!%6

2

8

和
6

2

7

抗体阳性率

!!!

分布情况!

!

"

"

#$

季节
! .!%6

2

8

阳性
.!%6

2

7

阳性

春季
#*+ !)

#

$&'$

$

!)!

#

$'&)(

$

夏季
+#! !#

#

)&,!

$

%$

#

$,&)%

$

秋季
+!+ !)

#

'&*,

$

'$

#

$#&#$

$

冬季
+#% !+

#

#&,+

$

,,

#

$)&$#

$

合计
!!*# )( #*)

表
)

!!

.!%6

2

8

%

6

2

7

阳性分别与
0.5

%

045

%

!!!!

065

共感情况!

!

"

"

#$

9:6;-

结果
! .!%6

2

8

阳性
.!%6

2

7

阳性

阴性
')+ #+

#

)&)%

$

+'(

#

$(&'*

$

0.5 !+# )

#

#&*$

$

#!

#

$$&*(

$

045 !!# $

#

+&($

$

)*

#

#$&,(

$

065 !!# (

#

)&+(

$

$,

#

$$&$$

$

合计
!!*# )( #*)

#

!

讨
!!

论

!!

细小病毒
.!%

是临床上人感染细小病毒最重要的病原

体(能够在人红细胞中进行复制(

.!%

病毒的致病机制逐渐成

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方向!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病原体(越来越

多的研究发现(

.!%

感染可以累及多脏器(导致胎儿流产和在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引起多种疾病(因而对
.!%

感染进行

诊断和流行病学监测很有必要(这也需要在常规医疗中(如输

血'移植等医学领域开展简单有效的筛查诊断(预防
.!%

病毒

的传播!

本研究的无偿献血者血液样本中(男性占
(*&+#"

(年龄

结构主要是
!,

!

#)

岁的中青年(占
,)&%("

(从事自由职业和

其他职业者献血比重大(从地域结构看(

'%&$)"

为重庆市人(

主城区略高于郊县!

.!%

病毒血清学检测包括抗原和抗体的

检测!其中(抗体检测是目前临床诊断及流行病学调查
.!%

感染的主要方法!在被检人群中(

.!%6

2

8

抗体阳性常标志着

急性感染(

.!%6

2

7

抗体阳性指示既往感染!

.!%6

2

8

抗体常

在患者临床症状后
$L

出现(发病后约
$*

!

(*L

抗体滴度和阳

性率开始下降"

#

%

(

.!%6

2

7

抗体通常在发病后
'L

出现(持续数

年甚至终身!

.!%

的持续性感染已经被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

.!%6

2

7

抗体阳性率在不同地区和时间呈不同的流行趋势"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献血者中
.!%6

2

8

阳性率为
)&*'"

(

.!%

6

2

7

阳性率为
$(&(,"

*二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郑优荣等"

(

%报道广州地区献血人群中
.!%6

2

8

和
6

2

7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台湾地区
.!%6

2

8

和
6

2

7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吉林地区
.!%6

2

7

阳

性率为
))&#$"

"

'

%

*有英国学者报道
.!%6

2

7

抗体阳性率为

('&,*"

*而非洲西部
6

2

7

阳性率可达
,+&$*"

"

,

%

*因此(重庆

地区献血者中
.!%

病毒既往感染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急

性感染率高于中国其他部分地区!提示本市仍有部分处于

.!%

急性感染期的献血者进行献血!

.!%

病毒抗体在普通人群中广泛存在(多数人在感染病毒

后(没有症状!在病毒血症早期(血液中病毒含量很高(能传播

病毒引起成人关节炎'孕妇畸胎或流产等疾病!有病例对照研

究发现(有反复流产史的妊娠妇女
.!%

感染率达
,#"

(而正常

妊娠妇女的感染率仅
!(&'"

"

%

%

(这可能与妇女在妊娠期间内

分泌改变及免疫功能下降有关!

.!%

感染常引起关节炎和关

节痛(女性#

(*"

!

,*"

$多于男性!多在
+

周内自行恢复(持

续数月或数年者均系女性(并认为与
0:-3CE!

缺乏有关!本

研究也同样发现在不同性别的献血者中(女性
.!%6

2

8

阳性

率为
'&)+"

(男性阳性率为
$&#("

(女性高于男性!

.!%6

2

7

阳性率女性也高于男性!与国内吉林地区"

'

%

'临沂地区"

!*

%报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道一致!这是否与女性的免疫机制有关(还待进一步研究!

.!%

病毒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实验结果显示重庆地区

四季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疾病呈世

界性分布(其病毒可引起局部流行和暴发性流行!其感染率

高(大部分
.!%

急性感染发生在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

%

!本研

究结果显示(急性感染率高峰为
!,

!

+,

岁年龄段(并随年龄增

长有所减低(这也说明本地区的献血者比较年轻!既往感染率

随年龄增长而增高(而其他学者的所有研究几乎都得出了阳性

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重庆市献血人群中
.!%

既往感染率随

着文化程度的降低呈增长趋势!本研究结果显示献血者不同

血型间
.!%6

2

8

和
6

2

7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国内其他学者报道结果不符"

!+

%

!

在献血者中(存在一部分
0.5

'

045

'

065

病毒携带者(

如
.!%

感染免疫缺陷患者(能造成严重的慢性贫血等!有文

献报道
.!%

病毒在乙型肝炎相关肝病中有较高的感染率"

!$

%

(

065

感染人群
.!%

病毒远期和近期感染率明显高于健康人

群"

!#

%

!但在本实验研究的
0.5

'

045

'

065

共有阳性与
$

项

均阴性的结果中(

.!%

病毒的感染情况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

因为这部分献血者大多是青年人(属于健康病毒携带者!通过

对
0.5

'

045

'

065

病毒携带者中
.!%6

2

8

和
6

2

7

阳性率进

行分析发现(

.!%

感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在

065

急性感染中
.!%6

2

8

阳性率最高(这与本地区无偿献血

者中
065

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
065

感染者主要是小于

$*

岁年龄段人群"

!)

%有关!

综上所述(重庆市无偿献血者中(部分人群存在
.!%

病毒

急性感染和既往感染!目前(国家还没有制订针对献血者血液

及血液制品中人细小病毒
.!%

的筛查策略(本研究为输血安

全和血液制品安全管理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

%

MINO18;

(

H>

P

IIQ-

(

:RS>1TIU55

(

OV>=&WOXCW-U?3

QR1O1?LONV?Y?OL?N

P

>V?ONV1X?VT><RVOU?Q>=?NYO<V?IN1

Z

N3

LQIJO

"

M

%

&M5?QI=

(

+**)

(

'%

#

!$

$&

,+$*3,+$(&

"

+

%

HI

PP

O=J>N80

(

4R

ZP

OQ10G

(

9JQ?<TG

(

OV>=&[R>NV?V>V

?UOQO>3=V?JOLOVO<V?INIY

P

>QUIU?QR1.!%CW-?N

P

=>1J>

"

M

%

&GQ>N1YR1?IN

(

+**#

(

##%

#

!

$&

%'3!*$&

"

$

%

0OO

2

>>QL9C

(

.QIXNH9&0RJ>N

P

>QUIU?QR1.!%

"

M

%

&4=?N

8?<QI\?I=EOU

(

+**+

(

!)

#

$

$&

#,)3)*)&

"

#

%

0>QLOQG4

(

0RYN>

2

O=8

(

]>TNH

(

OV>=&WOX=?

2

TV<

Z

<=OQ

F4EYIQQ>

P

?L>NL1ON1?V?UO

^

R>NV?Y?<>V?INIY

P

>QUIU?QR1

.!%CW-

2

R?LO1VTOQ>

P

ORV?<LO<?1?IN3J>S?N

2

?NQO=>

P

1?N

2

?NYO<V?IN1

"

M

%

&M4=?N8?<QI\?I=

(

+**!

(

$%

#

!+

$&

##!$3##!%&

"

)

%

8>N>QO1?9

(

7>==?NO==>7

(

8IQ1O==?:>\>VO-8

(

OV>=&;OQI3

P

QOU>=ON<OIY6

2

7>

2

>?N1V<INYIQJ>V?IN>=>NL=?NO>Q<>

P

1?L

>NV?

2

ON1IY

P

>QUIU?QR1.!%?N6V>=?>N\=IILLINIQ1

"

M

%

&9

P

3

?LOJ?I=6NYO<V

(

+**#

(

!$+

#

)

$&

,)'3,(+&

"

(

% 郑优荣(李仲平(梁浩坚(等
&

广州地区献血人群人类微小

病毒
.!%

感染情况调查"

M

%

&

现代医院(

+**,

(

,

#

!!

$&

!#3

!)&

"

'

% 魏强(李岩(王健伟(等
&

吉林省供血者人类细小病毒
.!%

6

2

7

抗体的调查"

M

%

&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

(

+*

#

+

$&

(*3(+&

"

,

%

F>Q1

Z

>N-

(

HOQQ;

(

/XR1R3/YIQ?;

(

OV>=&EO><V?U?V

Z

IY

2

ONI3

V

ZP

O31

P

O<?Y?<QO<IJ\?N>NV

P

QIVO?N1IYTRJ>NOQ

Z

VTQIU?QR1.!%

X?VT

P

=>1J>1YQIJ>QO>1XTOQO

2

ONIV

ZP

O!IQ$?1ONLOJ?<

"

M

%

&M4=?N8?<QI\?I=

(

+**(

(

##

#

#

$&

!$('3!$')&

"

%

%

O=3;>

Z

OL]>S?8

(

7IL>0&EO=OU>N<OIY

P

>QUIU?QR1.!%

(

TOQ

P

O11?J

P

=O_U?QR1+

(

>NL<

Z

VIJO

2

>=IU?QR1U?QI=I

2

?<

J>QSOQ1?NJ>VOQN>=1OQRJYIQL?>

2

NI1?1IYRNO_

P

=>?NOL

QO<RQQONV>\IQV?IN1

"

M

%

&-Q<TF>VTI=:>\8OL

(

+**'

(

!$!

#

(

$&

%)(3%(*&

"

!*

%李宝栋(谢圣高(宁勇(等
&

临沂市献血人员人细小病毒

.!%

感染情况的调查"

M

%

&

医学检验与临床(

+**%

(

+*

#

(

$&

),3(*&

"

!!

%

;>NV̀>NN>-:

(

7>Q<?>ELO4

(

8>QaI<TO8

(

OV>=&;VRL

Z

IY

<TQIN?<TOJI=

Z

V?<>N>OJ?>

P

>V?ONV1?N E?ILOM>NO?QI

&

P

QOU>=ON<OIY>NV?3TRJ>N

P

>QUIU?QR1.!%6

2

7>NV?\IL?O1

>NLVTOLOUO=I

P

JONV>

P

=>1V?<<Q?1O1

"

M

%

&EOU6N1V 8OL

GQI

P

;F>R=I

(

+**+

(

##

#

#

$&

!,'3!%*&

"

!+

%王锐(吴敏慧(薛敏(等
&F4E

筛检献血员人细小病毒
.!%

的结果分析"

M

%

&

江苏卫生保健(

+**+

(

#

#

!

$&

!#3!)&

"

!$

%唐星火(吴长亮
&

人微小病毒
.!%

与乙肝病毒相关肝病的

临床关系"

M

%

&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

(

!%

#

+

$&

!'%3

!,!&

"

!#

%戴列军(桂希恩(杨自成
&065

感染者微小病毒
.!%

抗体

的调查"

M

%

&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

(

!(

#

$

$&

(3,&

"

!)

%唐卫国(廖红文(段恒英(等
&

重庆市无偿献血人群
065

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

M

%

&

重庆医学(

+*!!

(

#*

#

+$

$&

+$#$3

+$#)&

#收稿日期&

+*!)3*(3!(

!

修回日期&

+*!)3*,3+#

$

#上接第
#%('

页$

!!

UOQ1R1I

P

ON<I=IQO<V>=<>N<OQ1RQ

2

OQ

Z

&

> JOV>3>N>=

Z

1?1

"

M

%

&;RQ

2

:>

P

>QI1<9NLI1<FOQ<RV>NGO<T

(

+*!$

(

+$

#

+

$&

!+,3!$#&

"

!+

%付燕燕(蒲建新
&

腹腔镜与开腹全子宫切除术对术后深静

脉血栓形成影响的对照研究"

M

%

&

腹腔镜外科杂志(

+*!$

(

+(

#

,

$&

)'*3)'$&

"

!$

%郭海雁(王庆一(黄春建
&

开腹及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

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M

%

&

中国妇幼保

健(

+**,

(

+$

#

!+

$&

!'$(3!'$'&

"

!#

%彭志平(林云
&

彩超对下肢骨折术前深静脉血栓筛查的意

义"

M

%

&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

(

+%

#

+

$&

!('3!(%&

"

!)

%

WOOL=OJ>N:&@

P

L>VOINVTO=IXOQO_VQOJ?V

Z

UONIR1R=3

VQ>1INI

2

Q>

P

T

Z

O_>J?N>V?IN

"

M

%

&E>L?I=4=?N WIQVT -J

(

+*!#

(

)+

#

(

$&

!$)%3!$'#&

#收稿日期&

+*!)3*(3!*

!

修回日期&

+*!)3*,3+(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