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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细胞病毒（/012）是人类先天性感染的主

要病原，传递方式多为母婴垂直传播，先天性 /012
感染可导致流产、胎儿宫内生长迟缓、死胎、早产、生

后夭折等，甚至造成婴幼儿智力低下、精神运动发育

迟缓 等 严 重 后 果［$］，但 其 与 小 儿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0/-）的关系，目前尚少见报道。本文采用病例对

照研究，用免疫组化试管法检测抗 0123451阳性细

胞，初步探讨 0/- 与 /012 之间的关系。

! 对象和方法

! ,! 对象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 例，男 !’ 例，女 !* 例。

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本院住院患儿，均经

病史、体检、6 线胸片、心电图、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

图检查证实，其中 $! 例行心导管检查确诊。年龄 7
!. 8 $" 例，7 $ 岁 !( 例，$ 9 * 岁 ’ 例，: * 岁 % 例，其

中室间隔缺损 !! 例，动脉导管未闭 % 例，法乐四联

征 ( 例，房间隔缺损 ’ 例，其它 . 例。对照组为非心

血管疾病患儿 %& 例，系同期住院治疗的急性呼吸道

感染病人，均经病史、体检、6 线胸片、心电图、彩色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排除心血管疾病，同时排除

黄疸、先天畸形、智力低下等疾患。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7 !. 8 $! 例，7 $ 岁 *) 例，$ 9 * 岁 $$ 例，

: * 岁 . 例。

! ," 标本采集

送检标本为患儿及母亲 $! ; 新鲜尿液。

! ,# 检测方法

$ ,* ,$ 主要试剂 鼠抗 012（$ <&" 4=3 稀释）；美国

>?1@- 公司生产，全称为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

白素染色试剂盒（简称 3451）。

$ ,* ,! 操作方法 送检尿液静置 ! ; 以上（夏季置

于冰箱），倾去上清液并保留 *" 9 &" AB，用尖底试管

离心沉淀后，倾去上清液，收集沉淀于二只试管中，

用玻棒取其中 $ 只试管中的沉淀涂片、/@ 染色，另

$ 只试管内加 *C过氧化氢（以下简称封口）；前 $ 只

试管置 *(D 温箱 $" AEF，然后蒸馏水离心洗涤及

4=3 洗涤，倾去上清液，加 &C山羊血清混匀，室温下

静置 $" AEF，离心并倾去上清液，加入一抗（鼠抗

012）混匀，封口膜封住试管口，置于冰箱（)D）过夜

或 *(D温箱孵育 *" AEF，然后 4=3 离心洗涤，倾去上

清液，加入二抗（鼠抗 GHI），混匀（封口）置于 *(D温

箱 *" AEF，离心后倾去上清液，再用 4=3 离心洗涤并

倾去上清液；加入 3J4 K /+4（链霉卵白素），混匀封口

置于 *(D温箱 *" AEF，4=3 离心洗涤，倾去上清液，

收集管底全部沉淀物集中涂片 $ 张（载玻片上涂有

L4@3 防脱片剂）；于 %"D温箱内烘干，-L= 显色，流

水冲洗 & AEF，苏木素淡染胞核、返蓝、脱水、透明中

性树胶封片。光镜下观察：抗 012 3451阳性细胞染

黄或棕黄色，背景清晰。阳性对照片：取尸检全身

012 感染病例的内脏切片。

! ,$ 统计学方法

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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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结果显示：!" 例 #$% 患儿的抗 #&’ ()*&阳性

"+ 例，阳 性 率 ,, -"+.，/! 例 对 照 组 患 儿 抗 #&’
()*&阳性 01 例，阳性率 0! -+2.，病例组阳性率高于

对照组，经卡方检验，二者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3 00 -24，! 5 1-1!）。

先心病患儿的母亲抗 #&’ ()*&阳性 "0 例，阳

性率 ,1 -+2.，对照组患儿母亲阳性 6 例，阳性率

0+ -2!.，前者阳性率高于后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3 01 -/4，! 5 1-1!）。

" 讨论

免 疫 组 化 试 管 法 是 采 用 已 知 的 抗 体（鼠 抗

#&’）检测标本中存在的 #&’ 抗原的一种方法，若

光镜下见到抗 #&’ ()*&阳性细胞，表明患儿体液中

存在 #&’ 抗原，有 #&’ 感染的证据。文献报道检

测 #&’ 的方法常有 789(: 法检测血 #&’;9<&，9<=；

)#> 法检测血或尿、唾液中 #&’;%?:。但由于间接

789(: 法对 $#&’;9<& 常不易检出或受类风湿因子

的影响而产生假阳性，使其敏感性、特异性不能满足

临床要求。当然，病毒分离是诊断 $#&’ 活动性感

染最敏感，最可靠的方法，但该法费时费力，不利于

病人的诊断及治疗。用免疫组化试管法测定 $#&’
抗原在收到标本后 " @ 内即可得到结果，比病毒分

离更敏感、更迅速，有利于病人的诊断及治疗。

#$% 是常见的小儿先天性畸形，由于胎儿的心

脏在母体内发育有缺陷或部分停顿所造成，多数病

因不明，目前认为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有关，前者

包括染色体异常和单基因突变，后者包括宫内感染

（尤其是母亲妊娠 + 个月左右的病毒感染）和孕期服

药、孕期接触放射线等。有文献报道［"］宫内病毒感

染以风疹病毒最多，以后随着对 $#&’ 认识的深

入，对孕妇 $#&’ 活动性感染引起胎儿宫内感染导

致对胎儿的危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可

引起人类各种疾病，其中危害最大的人群是婴儿和

免疫缺陷患者，人们发现 $#&’ 感染是最常见的母

婴传播性疾病，孕妇 $#&’ 感染可传递给胎儿引起

先天性巨细胞包涵体病，常见症状有黄疸、肝脾肿

大、小 头 畸 形 及 智 力 低 下 等。许 多 文 献 报 道［+，,］

$#&’ 感染是引起小儿先天性畸形的主要原因之

一，可引起耳聋、失明、智力低下、运动障碍、腭裂、手

足畸形、多囊肾、胆管闭锁等，但 $#&’ 感染导致

#$% 的报道较少［!］。

本文采用免疫组化试管法检测抗 #&’ ()*&阳

性细胞，结果表明 #$% 组 $#&’ 感染率高于对照

组，说明 #$% 的发病与 $#&’ 感染有关。其机制尚

需进一步探讨，#$% 患儿母亲的 $#&’ 感染率亦高

于对照组母亲，表明 $#&’ 引起 #$% 可能与母孕期

$#&’ 活动性感染垂直传播给胎儿有关。董兆文［/］

曾对孕妇血清中 $#&’ 抗体（9<&）与其流产的绒毛

中 $#&’ 抗原检测进行了对照，其结果显示二者之

间有高度的一致性，说明母婴之间存在垂直传播。

国内报道［/］$#&’ 孕期活动性感染给子代的危险性

为"" -,.，国外报道［4］孕早期宫内 $#&’ 感染率为

"1.，两数值相近。由此可见，一旦发生孕期 $#&’
感染 很 容 易 引 起 胎 儿 损 害。孕 妇 较 普 通 妇 女 的

$#&’ 活动性感染的机会更多一些，可能由于孕期

内分泌的机能和代谢的改变，以及孕期母体为保护

胎儿而呈暂时性的免疫低下状态，可以激活潜伏在

孕妇体内的 $#&’，从而成为活动性感染。因此，在

妇幼卫生保健工作中，必须加强防治 $#&’ 感染的

各种措施，开展孕期血清流行病学监测，尽快研制

$#&’ 减毒活疫苗，必要时中止妊娠，对降低 #$%
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0］ #ABCDEF :，(GB<HI (，>IJECG K，EG BD - #IH<EHLGBD BH@ MECLHBGBD NO;

GIPE<BDIQLCRF LHSENGLIHF［T］- >EQ 9HSENG %LF，0661，0"（(RMMD）：4,!

U 4,4 -
［"］ 8LH :7- #IH<EHLGBD AEBCG @ESENGF LH PBDSICPBGLIH FOH@CIPE［T］- #DLH

)ECLHBGBD，0661，04（+）：/,0 U /," -
［+］ VR *#，$CRJBH >$，:PJLH@EC >K，EG BD - %EPIHFGCBGLIH IS NO;

GIPE<BDIQLCRF HRNDELN BNL@F LH GAE NICIHBCO BCGECLEF IS GCBHFMDBHGE@

AEBCGF［T］- :P T )BGAID，066"，0,1（+）：4+6 U 4,4-
［,］ ?RBQI =T，=BDDECO )，&BN#IHHEDD )，EG BD - :H LPMCIQE@ GENAHLWRE

SIC LH FLGR @EGENGLIH IS %?: BSGEC )#> BPMDLSLNBGLIH［T］- :P T )BGAID，

0660，0+6（0"）：0"+6 U 0",1 -
［!］ XBGY ’8，ZI[EF V: TC - &BGECHBD @LFEBFE BSSENGLH< GAE SEGBD NBC@LIQBF;

NRDBC FOFGEP- 9H：8IH< V: E@F- KBGBD BH@ HEIHBGBD NBC@LI;DI<O［&］-

)ALDB@EDMALB：(BRH@ECF，0661，0+, U 0,!-
［/］ 董兆文 \ 利用孕早期人胚绒毛组织进行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

染诊断的研究［T］\ 遗传，066"，"（0）：,1-
［4］ ]I[ &%- #IH<EHLGBD NOGIPE<BDIQLCRF @LFEBFE：: HE[ MCIJDEP［T］-

9HSENG %LF，0626，0!6（"）：0/+ U 0/!-
（本文编辑：吉耕中）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