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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６％，８０．０２％］），ａｎｄ７５．００％（９５％ＣＩ［５９．４６％，８５．９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ｗｅｒｅ２６．３３％（９５％ＣＩ［９．４１％，５５．１４％］），４３．４０％（９５％ＣＩ［３４．３０％，５２．９６％］），４２．５７％（９５％ＣＩ

［３５．７３％，４９．７０％］），６９．４３％（９５％ＣＩ［１３．４８％，９７．０７％］），４６．６８％（９５％ＣＩ［２７．２７％，６７．１６％］），６１．１４％（９５％ＣＩ

［４９．３７％，７１．７５％］）ａｎｄ５６．６０％（９５％ＣＩ［３６．３６％，７４．８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ｘｐｏｓｅｄ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ｋｅｐｔａ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９０．００％ａｂｏｖｅ）ｆｏｒ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２００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８２．６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ｈｉｇｈ，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ａｎｔｓｋｅｅｐｓｓｔａｂｌｅａｔ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１２２０１２３１］

　　母婴传播是１５岁以下儿童感染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的最主

要途径［１］。研究表明，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将母婴

传播率降至５％以下
［２］。我国政府于２００２年起积极

开展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ｔｈｅｒｔｏ

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ＭＴＣＴ）工作。继续妊娠率是

指在确证感染ＨＩＶ的孕产妇中，选择继续妊娠的人

数所占的比例，了解这一指标对于ＰＭＴＣＴ工作的

合理预算和有效配置卫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安全

分娩和人工喂养是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重要措

施，获得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剖宫产率及其分娩婴儿

的人工喂养率数据，可切实反映我国ＰＭＴＣＴ工作

中这两项干预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于剖宫产能否降

低艾滋病母婴传播率时有争议［３］，现有证据表明，临

产后、胎膜早破后或者孕妇病毒载量＜１０００ｃｏｐｉｅｓ／

ｍＬ的剖宫产对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无明显作用
［４］。

按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修订）》规

定，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人工喂养率达到８５％

以上是我国ＰＭＴＣＴ工作的目标之一。从目前发表

的文献来看，我国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妊娠、分娩及婴

儿喂养方式的报道多为局部地区的零星监测数据，

尚缺乏能反映全国水平的动态数据。本研究旨在全

面收集相关文献数据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以掌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间我国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继续妊娠

率、剖宫产率及人工喂养率情况，为进一步促进

ＰＭＴＣＴ工作提供重要信息。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ＣＮＫＩ）、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万方数据

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检索起止时间均从建库至２０１３年５月。

检索词包括艾滋病和母婴传播相关的两大类，艾滋

病相关的检索词包括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

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ＡＩＤ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

ＨＩＶ等；母婴传播相关的检索词包括母婴传播、母婴

垂直传播、母婴感染、孕产妇、ＭＴＣＴ、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ｉｌｋｂｏｒｎ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ｔａｌ等。

每类检索词内部用逻辑符“或 （ＯＲ）”连接，两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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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词间用“并 （ＡＮＤ）”连接。英文数据库检索时用

“Ｃｈｉｎａ”或“Ｃｈｉｎｅｓｅ”进行限定。此外，通过追查参考

文献、Ｇｏｏｇｌｅ及百度搜索引擎检索进行补充检索。

１．２　文献筛选　纳入文献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研究对象为中国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及其分娩的婴

幼儿；（２）报道了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继续妊娠率或

剖宫产率或人工喂养率，且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数、分

娩的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数及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活产

婴儿数均大于３０；（３）语言为中文或英文（中英文同

时发表采用英文）；（４）报道了研究时间和地点。符

合以下任意一条者被排除：（１）评论、信件、新闻、专

家意见、综述和系统评价；（２）重复发表的文献；（３）

未报道研究时间和地点的文献；（４）ＨＩＶ感染孕产妇

数、分娩的感染孕产妇数及其活产婴儿数均小于３０

的文献。正式筛选前，随机抽取检索结果中的１０篇

文献进行预筛选，使文献筛选人员能统一、规范地运

用筛选标准。根据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对初筛保

留的以及无法确定是否保留的文献进行全文查找，

再对全文进行二次筛选。文献筛选过程均有２名研

究者分别独立地完成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通过讨

论或参考第三者意见以达成一致。

１．３　文献质量评价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类型绝大

多数为监测数据分析，不同于随机对照研究、病例对

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等，目前尚缺乏公认的质量评价

标准。故参考 ＡＨＲＱ 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和

ＳＴＲＯＢＥ声明，制定了４条标准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质量评价：（１）研究对象的来源描述清楚；（２）数据可

靠；（３）数据真实；（４）统计方法恰当。满足１条计１

分，最高分为４分。

１．４　数据提取　由２名研究人员用预先制定的数

据提取表独立提取纳入文献的信息并交叉核对，有

不同意见时与第三方讨论解决。提取内容包括：文

献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研究时间、地点、研究对象及

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

１．５　分析方法　采用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分别计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各年的继续妊娠率、剖宫产率、人工喂

养率及其９５％置信区间（ＣＩ），并利用该软件对纳入

文献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水准设为犘＞０．１和

犐２＜５０％，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表明各研究效应量

同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反之，则提

示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研究按照年

份分别对３个指标进行合并，由于纳入文献间异质

性较大（犘＜０．１，犐
２
＞５０％），故采用ｍｅｔａ回归分析

的方法，探讨样本量及监测地区这两个可能会造成

异质性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由于按年份分组后纳

入的文献数太少，发表偏倚检验敏感性较差，故将所

有纳入的６１篇文献按照报告的指标分类，采用Ｅｇｇ

ｅｒ直线回归法分别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共检索到２３５６条记录，

进行初筛和全文筛选后，最终纳入６１篇文献。文献

筛选流程见图１。研究时间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１年，研

究地区涵盖全国３１个省份的文献有１篇
［５］；涉及河

南、广西、云南、新疆等多省份的文献有１２篇
［６１７］；个

别省份报道包括河南省１７篇
［１８３４］、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２篇
［４，３５４５］、云南省９篇

［４６５４］、广东省６篇
［５５６０］、湖北

省２篇
［６１６２］、贵州省１篇

［６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１

篇［６４］。研究类型除３篇
［１２，１４，４３］为横断面调查外，其

余均为监测数据分析。４７篇文献报告了继续妊娠

率，２５篇报告了剖宫产率，３０篇报告了人工喂养率。

６１篇纳入文献中，９篇质量评分为４分，１８篇为３

分，评分为１分和２分的均为１７篇。已发表文献最

常见的问题是未提及 ＨＩＶ感染初筛及确证实验的

名称，未交代实验室资质情况，大多数文献未报告率

的９５％可信区间。纳入文献基本信息及质量评分详

见表１。

２．２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对我国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继

续妊娠率（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剖宫产率（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及其婴儿人工喂养率（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各年份的

数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由于各纳入文献结果间均存在

统计学异质性（犐２＞５０％，犘＜０．００１），故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３个指标各年份 ｍｅｔａ分

析森林图见图２～图４。图５显示了各指标随时间

变化的情况，虽然未对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学检验，但

从图中可直观看出，２００５年我国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继

续妊 娠 率 最 低，为 ５１．８０％ ［９５％ＣＩ（２８．１３％，

７４．６８％）］，２００６ 年 转 而 上 升，２０１１ 年 达 最 高

［７５．００％，９５％ＣＩ（５９．４６％，８５．９９％）］。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剖宫产率总体上升，但有较大波动，最低为

２００４年 ［２６．３３％，９５％ＣＩ（９．４１％，５５．１４％）］，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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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最高［６９．４３％，９５％ＣＩ（１３．４８％，９７．０７％）］。

人工喂养率除２００５年为８２．６５％［９５％ＣＩ（６９．０７％，

９１．０４％）］以外，其余年份均达９０．００％以上，其中，

２０１０年达到９８．４０％［９５％ＣＩ（９６．６７％，９９．２３％）］。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图

犉犻犵１　犉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狊犺狅狑犻狀犵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犿犲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狊狋狌犱犻犲狊

表１　纳入文献的特征

犜犪犫１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犲犱犻狀狋犺犲犿犲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ｕｄｙ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ｅａ Ａ（狀１／犖１） Ｂ（狀２／犖２） Ｃ（狀３／犖３）

Ｐ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８］ ２００４／１０２００６／１２ Ｈｅｎａｎ ４６９／８４２ — ４３６／４４４

Ｓｕｎｅｔａｌ［１９］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６／１２ Ｈｅｎａｎ ３９９／７４２ — ４１８／４３１

Ｄａｉｅｔａｌ［６１］ ２００４／０７２００９／１２ Ｈｕｂｅｉ １１６／２０７ — ８４／９８

Ｗｕｅｔａｌ［６２］ 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１０／１２ Ｈｕｎａｎ ３２／３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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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８／０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Ｈｅｎａｎ — １３３／３１２ ２１７／３１２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７］ 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８／１２ ２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５３９／１０７２ １０５２／１０７２

Ｍａｅｔａｌ［２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Ｈｅｎａｎ ２５／３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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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ｅｔａｌ［５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Ｙｕｎｎａｎ ３１／６２ — —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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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１０３０／１０８３

２００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１８６１／１９７６

Ｇａｏｅｔａｌ［５３］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４ Ｙｕｎｎａｎ — ７４／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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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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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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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ｇ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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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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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７］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Ｈｅｂｅｉ，Ｈｕｂｅｉ，Ｓｈａｎｘｉ ８５／１６１ —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Ｙｉｎｉｎｇ ２７７／３３８ — —

Ｙｕｅｔａｌ［４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９４／２００ — —

Ｌｉｅｔａｌ［６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３０／４０ — —

Ａ：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ｏｒｍｕｌａｆｅｅｄｉｎｇ；狀１：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ｃｈｏｏｓｅ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犖１：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狀２：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ｃｈｏｏｓｅ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犖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ｈ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ａｂｙ；狀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ｆｅｄｂｙｍｉｌｋｆｏｒｍｕｌａｓ；犖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ｅｂｉｒｔｈ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ｙ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

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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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犎犐犞感染孕产妇剖宫产率的犿犲狋犪分析

犉犻犵３　犕犲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犮犪犲狊犪狉犲犪狀狊犲犮狋犻狅狀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犪犿狅狀犵犱犻犪犵狀狅狊犲犱

犎犐犞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狑犺狅犮犺狅狅狊犲狋狅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狆狉犲犵狀犪狀犮狔

　　Ｍｅｔ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ＨＩＶ感染孕产

妇继续妊娠率，样本量（β＝０．０００，犘＝０．０００）及监

测地区（β＝－０．１０８，犘＝０．００１）是导致异质性的原

因；对于剖宫产率和人工喂养率，监测地区是异质性

的来源（β＝０．３２９，犘＝０．０２１；β＝０．７３０，犘＝

０．０１１）。

２．３　发表偏倚分析　４７篇文献报告了 ＨＩＶ感染

孕产妇继续妊娠率，Ｅｇｇｅｒ检验未见发表偏倚（狋＝

－１．７３，犘＝０．０９０）；２５篇文献报告了 ＨＩＶ感染孕

产妇剖宫产率，未见发表偏倚（狋＝０．１４，犘＝０．８９２）；

但报告人工喂养率的３０篇文献存在发表偏倚（狋＝

－２．６９，犘＝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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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犎犐犞感染孕产妇继续妊娠率、

剖宫产率及其婴儿人工喂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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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我国 ＨＩＶ感染孕

产妇继续妊娠率逐渐下降，２００５年达到最低值

（５１．８％），这可能是因为在ＰＭＴＣＴ项目实行之初，

由于对综合干预措施效果不甚了解，医务人员在为

感染孕妇提供咨询服务时，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妊

娠结局选择的指导带有倾向性［５６］。国外研究也强

调了服务人员的态度是影响孕产妇利用相关干预措

施的重要因素［１１］。因此应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业

务素质和责任感，使其能够为感染 ＨＩＶ的孕妇提供

全面、准确、客观的信息，避免偏向于强调传播的可

能性或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从２００６年开始，继续妊

娠率转而上升，截至２０１１年已达到７５％。这可能

是因为随着ＰＭＴＣＴ工作拓展和深入以及预防艾滋

病母婴传播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医务人员及 ＨＩＶ感

染者逐渐认识到现有预防措施的可及性和有效

性［１１］，因此越来越多的感染孕妇倾向于选择继续妊

娠，提示其对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安全分娩及婴儿人

工喂养的需求量将会日益增加。因此，国家相关部

门应根据此变化趋势，对今后ＰＭＴＣＴ投入的人力、

物力、财力进行成本预算，并合理配置资源，保证艾

滋病母婴阻断工作深入可持续发展。欧美一些国家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继续妊娠率较高且随时间呈上

升趋势。如意大利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开展的一项队

列研究显示，８４．１％ 的感染孕妇选择了继续妊

娠［６５］。法国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在实施药物阻断

干预措施之后，ＨＩＶ感染孕产妇自愿终止妊娠率从

５９．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下降到３７．５％（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６６］。英国的一项监测研究也显示，ＨＩＶ感染孕

产妇的继续妊娠率从７０．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上升

到９６．６％（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６７］。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剖宫产率迅速

攀升。２０１１年 ＷＨＯ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一般人

群的剖宫产率高达４６．５％，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设

置的１５％安全警戒线
［６８］。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我国 ＨＩＶ 感染孕产妇剖宫产率波动在

２６％～６９％，均超过了安全警戒线，且接近或高于英

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５６．４％
［６７］及法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５２．８％
［６９］的高ＨＩＶ感染孕产妇剖宫产率。分析原

因，除了导致我国全体孕产妇剖宫产率逐年升高的

一般因素以外［７０］，还有可能是某些地区将 ＨＩＶ感

染作为剖宫产的指征所致。关于剖宫产能否降低艾

滋病母婴传播的风险，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７１７４］。

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择期剖宫产作为一项预

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干预措施，但在抗反转录病毒

用药和人工喂养等干预措施使母婴传播风险下降到

一个较低的水平（２％以下）的情况下，分娩方式对母

婴阻断所起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３］。

人工喂养、母乳喂养、混合喂养的艾滋病母婴传

播率分别为３．４５％、２６．１３％和４５．８３％
［７５］。ＷＨＯ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指南中提出，若人工喂养方式

是可接受、可行、可支付、可持续和安全的，推荐人工

喂养方式；若达不到上述要求，则推荐纯母乳喂养方

式［６］。我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修

订）》中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婴儿，提倡

人工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杜绝混合喂养；目标是艾

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人工喂养率达到

８５％以上。从本研究来看，除了２００５年以外，我国

其他年份的人工喂养率均达到了国家既定目标。其

中，２０１０年已高达９８．４％。这说明我国人工喂养相

关知识的宣传与解释工作开展较好，国家政策扶持

力度大，该措施在我国的接受程度高，开展条件成

熟。此外，考虑到纯人工喂养方法会增加婴儿疾病

（主要是腹泻和呼吸道感染［７６］）与死亡风险，应加强

对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幼儿的随访和生长发育

的监测。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纳入

的文献异质性较大，通过 ｍｅｔａ回归分析发现，样本

量及监测地区是造成研究间差异性大的原因，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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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不同地区的人群特征、经济文化水平以及

ＰＭＴＣＴ工作力度不同有关。６１篇纳入文献中，绝

大多数质量较低，主要为报告不规范，未明确交代监

测数据的来源。此外，监测数据主要来自于河南、广

东、广西、新疆、云南等艾滋病高发省，其他省份的数

据报道较少。以上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合并数据在反

映全国实际水平时存在一定的偏倚。尽管如此，本

研究全面收集了我国已发表的 ＨＩＶ感染孕产妇的

继续妊娠率、剖宫产率和婴儿人工喂养率的文献，并

按照年份分组，分别对这３个指标进行了 ｍｅｔａ合

并，得到各项指标各年份的估计值，从而直观描述其

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虽然由于数据有限，未能

对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学检验，但该数据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了解我国ＰＭＴＣＴ相关工作情况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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