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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学新生乙型肝炎病毒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检测结果分析

张丽莉"深圳大学医院!广东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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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大学新生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

_̂a

#感染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异常情况$

方法
!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Y;

#检测
_̂6;

L

!抗
9̂ _6

%

_̂6;

L

阳性者进一步用
)*2Y;

检测乙肝
+

项!同时

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

$结果
!

_̂6;

L

阳性率为
&,#.

!抗
9̂ _6

阳性率为
+/,-.

!

_̂a

全阴率为

$+.

!

;*'

在
_̂6;

L

阴性新生中异常率为
$,-.

!

;*'

在
_̂6;

L

阳性新生中异常率
"$,-.

$结论
!

_̂a

感染

与
;*'

异常密切相关!

;*'

明显异常者为乙肝活动期!对大学学生应加强传染病相关知识宣传!继续加强乙肝疫

苗接种!预防
_̂a

传播$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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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量
_̂a

感染和转氨酶升高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有

助于了解健康人群
_̂a

流行特点#为卫生防疫决策提供依

据#了解乙型肝炎&下称乙肝'在高校感染情况#对学校的卫生

保健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本院检验室对
8%%3

届新生
_̂a

感染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现

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本校
8%%3

届新生
&+8$

例#其中男
$$%3

例#

女
$8"#

例#年龄
"/

!

"3

岁#学生
-%.

来源于广东省#

$%.

生

源分布于国内其他各省)

B,C

!

试剂与方法
!

真空采血管由湖南浏阳市医用仪器厂提

供#取空腹静脉血
$A*

#分离血清后立即进行
;*'

+

_̂6;

L

和抗
9̂ _6

检测#

#/M

内完成)

_̂6;

L

与抗
9̂ _6

使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2Y;

'法检测#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

_̂6;

L

阳性者进一步检测乙肝
+

项#

;*'

检测用

_)R\`;(9RV+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由美国贝克曼公

司提供#正常值
;*'/

!

#%!

"

*

)

B,D

!

统计学方法
!

组间比较采用
)

8 拟合优度检验#查表得

)

8

%,%"

Z&,&$+

&自由度是
8

')

C

!

结
!!

果

C,B

!

_̂a

感染情况
!

&+8$

例新生中供检出
_̂6;

L

阳性

#"&

例#阳性率
&,#.

)其中男
$$%3

例#检出
_̂6;

L

阳性
8&3

例#阳性率
/,".

)女
$8"#

例#检出
_̂6;

L

阳性
"#-

例#阳性

率
#,&.

)计算
)

8 的观测值为
"-,8&#8

#已远远大于
)

8

%,%"

)

因此男女新生的
_̂6;

L

阴+阳性分布有显著不同#男生的阳

性率显著高于女生)新生抗
9̂ _6

总检出率为
+/,-.

#但还有

近
$#,-.

的学生没有抗体#成为易感染人群)

C,C

!

;*'

异常情况
!

在
_̂6;

L

阳性与
_̂6;

L

阴性新生之

间比较#本文以
;*'

$

#%!

"

*

为异常#

#"&

例
_̂6;

L

阳性新

生中
;*'

异常
+-

例#异常率
"$,-.

#

&"%-

例
_̂6;

L

阴性新

生中
;*'

异常
88+

例#异常率
$,-.

#结果见表
"

)

表
"

!

&8+$

例受检者
_̂6;

L

与
;*'

检测结果

项目
( ;*'

异常率&

.

'

;*'

正常&

(

'

_̂6;

L

阳性
#"& +-

&

"$,-

'

$+3

_̂6;

L

阴性
&"%- 88+

&

$,-

'

+//8

合计
&+8$ 8/8

&

#,$

'

&8#"

计算
)

8 的观测值为
3#,#3"3

#已远远大于
)

8

%,%"

)

_̂6;

L

阴性或阳性具有不同的
;*'

异常分布#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D

!

_̂a

感染常见模式
!

#"&

例
_̂6;

L

阳性新生乙肝
+

项

共检出
+

种血清模式#其中主要以大三阳#小三阳为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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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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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_̂6;

L

阳性患者
+

种血清模式及与
;*'

异常结果的关系

;*'

异常例数
_̂6;

L

阳性1

(

&

.

'2

+

种血清模式

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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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9̂ _6 _̂>;

L

抗
9̂ _>

抗
9̂ _G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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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c

表示阳性#

[

表示阴性)"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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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_̂a

感染有明显的城乡+地区+年龄+性别差

异1

"

2

)本校
&+8$

名新生检测结果中#

_̂6;

L

阳性率为
&,

#.

#抗
9̂ _6

阳性率为
+/,-.

#明显低于我国人群平均携带率

"%.

的报道#也低于大学生中
_̂6;

L

阳性率为
3,/$.

的报

道1

"98

2

#更低于
"33+

!

"33/

年湛江师范学院学生
_̂a"/,8.

感染率的统计)这与国家十几年来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有

关)在高校以集体生活为主的大学生仍然是
_̂a

易感人群#

做好乙肝的预防工作是校医院工作重中之重)

本校
#"&

例
_̂6;

L

阳性学生中#

;*'

异常者高达
+-

例#

可见
_̂a

感染与
;*'

异常密切相关)在
_̂6;

L

阳性者/两

对半0模式中#主要是以大三阳+小三阳为主#大三阳
"&&

例

;*'

异常高达
83

例#小三阳
8$$

例
;*'

异常
8+

例)

_̂>;

L

是大三阳标志性指标#是
_̂a

颗粒的核心基因编码蛋白#是

_̂a

复制活跃和具有强传染性的重要指标#所以本次检测出

的大三阳
;*'

明显异常者为乙肝活动期#而
_̂a0(;

也是

_̂a

复制和肝病活动及传染的直接反映指标1

$9+

2

)建议
_̂9

6;

L

阳性新生要了解自己乙肝
+

项#

_̂a0(;

检测情况及肝

功能+肝脾
_

超检查情况#是乙肝活动期还是携带者)大三阳

如有转氨酶明显升高#学校应给予立即休学处理#或者进行住

院治疗#同时对他们应进行宣传教育和心理疏导#让他们知道

哪些方式可导致乙肝的传播#尤其是对新生入学要进行健康知

识讲座#增强防范意识#主要要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注

射乙肝疫苗是预防
_̂a

感染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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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结果显示#

8%

#

*

全血
c+%%

#

*

试剂
#

和
8%

#

*

红

细胞
c"%%%

#

*

试剂
#

处理标本所得的
K̂;"G

的结果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无论是高值+中值还是低值的结果#可以认为全

血标本测定
K̂;"G

是有局限的)这与陈晓旦1

8

2报道一致)近

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已在呼吁把
K̂;"G

放到诊断标准上来)

所以对本实验室来说#保证
K̂;"G

测定结果的准确性越发显

得重要)在日常工作中#规范地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是做好

室内质控的前提#是使结果准确的有力保证1

$9#

2

)

全血包括血浆和血液中的有形成分)每个人的红细胞在

全血中所占比例有所不同)特别是贫血患者)住院患者刚输

完液就抽血的现象在临床上还是多见的)因而这些患者的全

血中红细胞所占全血的比例是否是患者体内正常的情况#值得

商榷)本院测定
K̂;"G

所采用的方法为免疫法1

+

2

)血浆中一

些非特异性免疫物质干扰实验结果是肯定的)

K̂;"G

是葡萄

糖或磷酸化葡萄糖等与血红蛋白中
8

个
&

链的
(

端氨基酸发

生结合反应的产物)因而测全血中的
K̂;"G

对结果的影响因

素显然比单测红细胞中
K̂;"G

要多)作者建议检测
K̂;"G

还是直接取红细胞为宜)在我国#检测
K̂;"G

的标准化工作

刚刚开始#应该在日常工作中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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