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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urvey of CMV seroepidemiology of child—bearing age women and new-born babies and his 

(her)mother was carried out with EI ISA and PCR technique．The CMV-IgG and IgM antibody posi— 

tire ratios of 1246 an~yzed women were 82．2％ and 3．6％ ．respectively．There were 20 mothers and  

3 babies with CMV．I)NA ；n their urine among 195 mo thers．There were 98 women who had abnormal 

borne history in assayed women and their CMV IgG and  IgM antibody were oh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women(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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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I『1应用ELISA技术和PCR技术对武汉市地区 1051名育龄妇女和 195对母婴的巨细胞病毒感染进行了血 

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 1246名受检妇女 CMVIgM和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3．6％和 82．2％。195对母婴 

有 20名产妇尿中 CMV-DNA阳性，所生子女中有3名尿中CMV-DNA阳性，相关率为 L5％。受检妇女中 98名有 

不良孕产史．其 CMV IgM和 IgG抗体阳性率与无不良孕产史妇女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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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胞病毒(CMV)是先天性病毒感染的重要 

病原．孕妇感染 CMV后，CMV可通过胎盘传染至 

胎儿．后果非常严重。开展育龄妇女和新生儿巨细 

胞病毒感染的血清学检测，调查妇女 CMV感染的 

危险因素，保证优生优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7．2000年期间我们应用 EI ISA技术和 PCR技 

术对武汉市 t051名育龄妇女和 195对母婴的巨细 

胞病毒感染进行了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现报道如 

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和标本收集 

育龄妇女(均有月经来潮)共调查 1051例，来自 

武汉市各区妇幼保健所体检、婚检和孕检人员。调 

查时制定表格，内容包括年龄．职业，月经史，婚姻状 

态，妊娠分娩史，家族、本人及子女中有无先天性畸 

形或智力低下者。年龄 2O一49岁。职业为教师和 

事业单位人员 560名，工人 401名．农民9O名。产 

妇和婴儿共调查 195对，来 自各大医院妇产科。调 

查内容包括产妇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胎次、妊娠分 

娩史和新生儿健康状态等。 

所有调查人员无菌静脉采血 3mL，离心分离血 

清，一20℃保存待测。产妇产前一周，婴儿产后一周 

前收集尿液，一2O℃保存备用。 

1 2 CMV抗体的 FLISA检测方法 

参照文献[1]进行。检测 CMV．IgM抗体时．样 

品稀释液中加入0．5％羊抗人 IgG(上海生物制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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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双扩效价 1：64)。TM H2O2系统呈色 以 

165倒和 91例分别经进 口分装 CMV—IgM和 IgG 

El ISA试剂盒(湖北三叶科技公司产品)证实为阴 

性血清经 El ISA检测。计算 A值=一X+2SD作为阈 

值判定结果。 

l 3 PCR分析 

产妇和婴儿尿液经煮沸 5min，按说明书操作进 

行 PCR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计算 x2作显著性测检。 

2 结果 

2．1 CMV抗体阳性率 

1051名育龄妇 女血 清经 ELISA检测 CMV 

IgM总阳性数为37例。阳性率为 3 5％。CMV—IgG 

总阳性数为862例，阳性率为82．0％。 

195对母婴血清经 El ISA检测，孕妇 CMV— 

IgM和 IgG阳性数分别为7和 160，阳性率分别为 

3．6％和 82．1％。 

2．2 CMV抗体阳性者年龄分布 

1051名育龄妇女和 195对母婴血清 CMV抗体 

阳性的年龄分布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总体来说， 

CMV-IgG阳性率有增加趋势，但各年龄组之间以及 

产妇与未孕妇女之间CMV-IgG和 IgM阳性率均无 

显著性差异(p>O．05)。 

衰 1 各年醣组育龄妇女、产妇、眙儿CMV感染率 

Table 1 The Infectlo~ ratios of age groups of child-I~ ring age WⅢ eⅡ，l ng．in wolmm 且Ⅱd babies 

年龄(岁) 

ge(yea巧) 

IgM阳性数／受检散(率) 

IgM positive NO ]a．~--．syed NO (ratio) 

育龄妇女 产妇 

child-beating age⋯ b-ing⋯ en 

耍儿 

babIe5 

IgG阳性投／受捡觳(率) 

IgG posifve NO．／assayed NO (ratio) 

育龄妇女 产妇 

child-bearing oge women lying-in-aomL=n 

要儿 

babies 

2．3 CMV感染的职业分布 

1051例受检育龄妇女血清中职业为教师、事业 

单位人员 CMV．IgG阳性率为 80．4％(450／560)； 

IgM阳性率为 3．2％(18／560)。工人 CMV—IgG阳 

性率为85．5％(343／401)；IgM 阳性率为 3．7％(15／ 

401)。农民 CMV．1gG阳性率为 76．7％(69／90)； 

lgM阳性率为4．4％(4／90)。各职业组间抗体阳性 

率均无显著性差异(口>O．05)。 

2．4 抗体阳性率与不良孕产史的关系 

1246名受检妇女中有 98例有不 良孕产史(流 

产、死胎、早产和先天性畸形等)，不良孕产史发生率 

为7．9％。CMV-IgG和 IgM 阳性率见表 2。结果 

显示：有异常孕产史妇女 CMV-IgG、lgM 及 CMV 

感染阳性率与无异常孕产史妇女组比较 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衰 2 异常孕产史与CMV感染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of abncrmal bore history and CMV Infecti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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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CMV感染率与婚姻状态的关系 

1246名受检妇女按婚姻状态分为三类：未婚、 

已婚和独身(离异、丧偶等)．经EI ISA检测，已婚妇 

女CMV．1gG，IgM抗体阳性率均高于未婚妇女(表 

3)。经统计学处理。已婚妇女 CMV—IgG阳性率显著 

高于未婚妇女( =68．1，p<0．01)。 

2．6 母婴间 CMV感染相关性分析 

195对母婴中，有 160名产妇 CMV-IgG阳性， 

其分娩婴儿中有 157名CMV—IgG亦阳性．IgG相关 

率为 98．1％；而 33名 CMV—IgG阴性的产妇其分娩 

婴儿中CMV．IgG无 1名阳性，两者比较 =59．6， 

p<0．01，有显著性差异。 

195对母婴中，有 7名产妇 CMV．IgM阳性，其 

分娩婴儿中有 4例 CMV．IgM 阳性，IgM相关率为 

57．1％；而 18名CMVr-lgM阴性产妇其分娩婴儿中 

只有 1名CMV．IgM 阳性，两者 比较 X2=38．1．p< 

0．O1．亦有显著性差异。 

用华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的 CMV PCR诊断试 

剂检测 195对产妇和婴儿尿中 CMV．DNA，有 2O名 

产妇尿中 CMV—DNA阳性，所生婴儿有 3名 CMV 

DNA阳性，相关率为 15％。175名CMV—DNA阴性 

产妇所生婴儿全部阴性。3名尿中CMV-DNA阳性 

婴儿经调查，出生后除体重略轻(体重分别为 2486g 

和 2312g)外，其它未见明显异常，跟踪调查 6个月， 

亦未见明显不正常。 

衰， CMV抗体阳性率与婚蛔状志的关系 

Table， The rehllloaship or CMV lultibod~la,~lUve ratio and m- ●窖e 

3 讨论 

在本调查中武汉市受检妇女总体 CMV．IgG和 

IgM的阳性率分别为 82．2％和3 6％，CMV感染率 

为84．0％。与国内外其它地区比较 CMV．IgG阳性 

率接近中等水平，而育龄妇女和孕妇 CMV．1gM 阳 

性率则偏高 J]。育龄妇女 20．30岁年龄段 CMV- 

IgM阳性率最高，武汉市怀孕妇女大部分(75％)处 

在20．30岁龄段，对这一年龄妇女加强优生优育教 

育，尽量减少 CMV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重点预 

防，对于减少和降低先天畸形儿的出生比例，实现优 

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有报道．低经济收入人群的 CMV抗体阳性率比高 

经济收入人群为高 0]，受教育程度低则 CMV感染 

率高L4 本文结果表明 CMV感染率确与职业、文化 

程度有一定关系。 

CMV是先天性病毒感染的重要病原，也是异常 

孕产的重要原因。刘佩莉等报道”J，有异常孕产史 

妇女 CMV—IgM 阳性率是正常孕产史者的 3 59倍。 

在我们调查的 1246名妇女中有不良孕产史者 98 

例，其血清中 CMV．IgG和 IgM阳性率均显著高无 

不良孕产史妇女(p<0．O1)。另外已婚妇女 CMV． 

IgG阳性率显著高于未婚 妇女(P<0．01)，提 示 

CMV感染可能与性生活有关。 

先天性感染是指胎儿在宫内感染 CMV．婴儿出 

生后 一周 内从尿、咽液、血中分离到病毒。据报 

道" 活产儿先天性 CMV 感染占全部 新生 儿的 

0．5％一2．5％，有的报道为 0 48％．3 3％【6 J，其中绝 

大部分呈隐性感染，但出生后 1．2年内有 1O％一2O％ 

可发展成神经系统后遗症。我们用 PCR技术检测 

195例产妇和婴儿尿中 CMV—DNA．其中20名产妇 

尿中 CMV．DNA阳性，这些排毒孕妇所生婴儿中有 

3名尿中CMV DNA阳性，但跟踪调查 6个月，尚未 

见异常．原因可能是婴儿隐性感染或追踪时间不够， 

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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