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市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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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是一种经肠道传播的传染病#目前临床检测发现

戊型肝炎患者数量明显超过甲型肝炎#绝大部分戊型肝炎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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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简称戊肝(是戊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

性自限性肝炎#世界各地均有戊型肝炎发生#我国是戊型肝炎

的高发区,由于戊肝疫苗尚未在临床正式使用#现在临床戊型

肝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甲型肝炎,从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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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看#诊断了
.$

例临床戊型肝炎患者而同期只诊断了
.

例

甲型肝炎患者,本调查在
"%%4

年
9

"

!%

月随机抽检的
"%!4

例非肝炎就诊的普通患者共检出
<

例抗
'RS83

+

J

阳性#追踪

此
<

例患者在检测前后
&

个月均无肝炎病史,此
<

例抗

'RS83

+

J

阳性普通患者分布于高低不同的年龄段#没有集中

趋势#说明人群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隐形戊肝病毒感染病例,但

.$

例临床戊型肝炎患者的男女性别比为
.#.<h!

#男性明显多

于女性,该
.$

例患者均为
"%

岁以上成人#提示低于
"%

岁的

人群基本表现为隐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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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临床患者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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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老年人#要加强对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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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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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系统在血清蛋白电泳中的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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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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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仪及其配套试剂在血清蛋白电泳中的应用&方法
!

采用

健康人新鲜血清进行批内重复性测定!

3Q=R:-;*8&4&UO

配套质控血清作批间重复性测定!用健康查体标本验证

试剂说明书提供的健康参考值&结果
!

血清蛋白电泳的批内和批间重复性好!准确性高#正常参考值除
-

!

区带与

试剂说明书提供的有显著差异需要调整外!其余
9

项均符合&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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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仪从电泳%染色%洗

脱%烘干%扫描全过程自动完成!区带扫描图谱清晰%分辨率高%精密度好%结果准确!具有简便快速等优点&可能因

为人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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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带与试剂说明书提供的有差异!本实验室正常参考值分别为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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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血清蛋白#

!

琼脂糖凝胶电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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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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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各种蛋白质分子都有其特定的等电点#在等电点

时#蛋白质分子所带正负电荷量相等#呈电中性,在
L

'<#&

缓冲液中#血浆中几乎所有蛋白质分子均形成带负电荷的质

点#在电场中由负极向正极泳动#称为血清蛋白电泳'

PUR

(,

由于血清中各种蛋白质的等电点不同#所带电荷量有差异#加

上相对分子质量不同#所以在同一电场中泳动速度不同#可以

区分出
$

条主要区带!从正极端起依次为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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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蛋白)

-

"

球蛋白)

)

球蛋白)

'

球蛋白
$

个条带,

PUR

是分离血

清蛋白质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它可对血清中异常蛋白质进行筛

选,依据电泳支持物的不同#

PUR

可分为纸)醋酸纤维)琼脂

糖)淀粉胶)聚丙烯酞胺和毛细管高压电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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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引进的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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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仪#是一种全自动的琼脂糖凝

胶电泳'

;IR

(仪器#从电泳)染色)脱色)烘干)扫描获取各区

带百分率#全过程自动完成#需要的时间
9$,/0

,为了更好地

了解和使用仪器#对血清蛋白电泳进行了精密度评价#并建立

了本实验室正常参考值#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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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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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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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泳仪

<#<#=

!

试剂)质控品
!

仪器配套的试剂及质控品有北京斑珀

斯技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试剂批号
%9%"!%

$质控品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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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例健康体检者'无已知疾病#无任何用

药#体检结果在正常范围(的标本#男
<4

例)女
7&

例#年龄
"!

"

7%

岁,清晨空腹抽血后及时分离血清#去除溶血)黄疽)脂

血及心肝肾功能血糖异常者#于当日做血清蛋白电泳#验证试

剂盒提供的参考范围,一份混合血清做批内重复性试验,

<#=

!

方法

<#=#<

!

实验操作方法按照仪器和试剂说明书进行,

<#=#=

!

批内精密度试验
!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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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

泳仪的操作程序#取一份混合血清做批内重复
"&

次,因一张

胶片可以检测
"&

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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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间精密度试验
!

日常工作每批次插入一个质控品#

连续测定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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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范围评价试验
!

!&$

例健康体检者标本血清测定

蛋白电泳#若所检测结果在引用的参考区间内#或小于
$̀

的

数据超出引用的参考区间#则表明健康人群该项目的
4$̀

以

上在该参考区间#该参考区间可适用于本实验室#否则应重新

建立本室的正常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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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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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内精密度试验
!

同一张胶片进行双排
"&

个位置电泳#

精密度分析见表
!

,

表
!

!

同一张胶片上
"&

个位置电泳精密度分析

区带 各组分浓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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