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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患者
]YU

载量与氨基转移酶活性变化研究

杨永兰!林
!

云"云南省中医医院检验科!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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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患者血清中乙肝病毒"

]YU

$载量与肝功能主要指标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37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7

$变化的关系%方法
!

对
&(

例乙肝患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S68

$技术检测血清中
]YU

载量"以
]YUQ9:

拷贝数的对数表示$!并同时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

:37

和
:-7

活性%结果
!

]YU

载量和
:37

活性的相关系数"

#

$值为
'%!#$

!

]YU

载量和
:-7

活性的
#;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YU

载量的高低与
:37

'

:-7

活性强弱不相关!

]YUQ9:

阳性只说明
]YU

在复制!其值高低主要与机体免疫状态有关!与肝功能损伤程度不成正比!肝功能损伤情况应检

测肝功能!并结合肝脏
Y

超和临床症状'体征作出准确判断!以免延误病情%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Q9:

病毒#

!

丙氨酸转氨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聚合酶链反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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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

]YU

&感染是一个全球性健康

问题#在我国#约有
!'X

!

!&X

的人群感染
]YU

#如果以
!#X

作为感染率来计算#有
!%=

亿人为慢性
]YU

感染者#其中

!'X

即
!=''

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如果以
]YUQ9:

阳性作

为
]YU

感染的指标#我国
]YU

感染率要高于目前的估计*

!

+

,

因此#预防
]YU

感染和治疗乙肝患者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医疗

重任,本研究探讨乙肝患者血清中
]YU

载量与血清中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37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7

&活性的

关系#为临床治疗乙肝提供帮助,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近年到本院检测的
&(

例乙肝患者血清中

]YU

载量$以
]YUQ9:

拷贝数的对数表示&和当日检测血

清中
:37

)

:-7

活 性 指 标 为 研 究 资 料,其 中 男
#(

例

$

($%#X

&#女
"'

例$

#&%=X

&%大三阳
#<

例$

(<%(X

&#小三阳
!'

例$

!=%<X

&#其他模式
!"%&X

$

=

"

&(

&%以肝脏相关疾病发作就

医者仅占
=X

$

$

"

&(

&,

$%/

!

]YUQ9:

拷贝数测定
!

使用
73/<))

实时荧光扩增仪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测定血清中
]YUQ9:

拷贝数

$广州达安公司试剂&#测定方法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

S68

&检测技术,具体操作见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每次测定

同时进行室内质控品分析#室内质控均在控,

$%'

!

:37

和
:-7

测定
!

使用
:d($'

生化分析仪$奥林巴

斯&分别测定
:37

和
:-7

活性#测定方法为酶促动力法$科华

公司试剂&,具体操作见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每次测定时先

进行室内质控品分析#如果在控再进行血清标本测定,

$%1

!

数据分析
!

使用
*@HJ1?1GCRPHB2"''#

版软件#先将病例

的
]YUQ9:

拷贝数对数按升序排序#再绘制
:37

和
:-7

活性随
]YUQ9:

拷贝数对数增加的变化趋势线#见图
!

和

图
"

,

$%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直线相关统计法计算相关系数$

#

&#并

进行
#

显著性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本研究收集的
&(

例病例#

]YUQ9:

拷贝数每毫升均大

于
!'

#

#其中浓度为
!'

&

!

!'

(

H1

MK

"

03

占
&!%)X

$

"<

"

&(

&#浓度

为
!'

=

!

!'

)

H1

MK

"

03

占
!"%&X

$

=

"

&(

&#二者共占
($%#X

%

:37

%

$'d

"

3

者为
=&X

$

$"

"

&(

&#其中
!'

例
:37

为
$'

!

!"'d

"

3

#占
!=%<X

#仅有
#

例
:37

为
!"'

!

$''d

"

3

#占
&%$X

%

:-7

大于
$'d

"

3

占
&=%!X

$

#"

"

&(

&,

图
!

!

血清
:37

随
]YUQ9:

拷贝数对数增加的变化趋势

图
"

!

血清
:-7

随
]YUQ9:

拷贝数对数增加的变化趋势

/%/

!

:37

和
:-7

活性不随
]YU

载量增加而增加,从图
!

和图
"

的趋势线可直观看出#

:37

和
:-7

活性并不随
]YU

Q9:

拷贝数对数的增加而增加,

/%'

!

用直线相关统计法求得
]YUQ9:

拷贝数对数和
:37

及
:-7

活性的
#

分别为
'%!#$

及
\'%'$&

#经
#

显著性检验#

"

%

'%'&

#说明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
]YUQ9:

拷贝数与

:37

及
:-7

活性无相关性,

'

!

讨
!!

论

'%$

!

]YUQ9:

定量测定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

!

&

]YU

感染者病毒复制水平的判断!血清
]YUQ9:

含量高#反映病

毒复制活跃#患者常处于高免疫耐受状态%但在某些病变明显

活动的患者#由于机体免疫清除的作用#

]YUQ9:

水平也可

能较低,说明乙肝患者血清中
]YU

载量与机体免疫状态密

切相关,$

"

&抗病毒药物治疗疗效监测!血清
]YUQ9:

检测

是
]YU

感染抗病毒治疗惟一有效的直接监测指标#可以判断

乙肝抗病毒治疗效果#动态观察乙肝活动情况,$

#

&肝移植患

者手术前后检测!可用于肝移植术后
]YU

复发感染的监测,

]YUQ9:

定量测定的另一作用是监测传染性#通常
]YU

Q9:

浓度大于
!'

<

H1

MK

"

03

#在日常生活密切接触中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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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传染性#

!'

&

!

!'

(

H1

MK

"

03

在日常生活密切接触中传

染性较小#

$

!'

&

H1

MK

"

03

#日常生活密切接触中几乎没有什么

传染危险性,但不管
]YUQ9:

浓度为多少#即使低于
S68

方法的检测下限#也均会引起输血后感染*

"

+

,这就强调了

]YUQ9:

检测的重要性,本资料也表明
]YB:

D

阳性的乙肝

患者其血清中
]YU

载量均很高#而
]YB:

D

阴性的乙肝患者

血清中
]YU

载量基本小于
!'

(

H1

MK

"

03

,临床研究表明#血

清
]YB:

D

)

]YU Q9:

与肝组织中
]YH:

D

有一致性#都是

]YU

复制的指标*

#

+

,

'%/

!

]YU

感染后临床类型呈多样化
!

可表现为急性肝炎)慢

性肝炎)重型肝炎)淤胆型肝炎或
]YU

慢性携带者*

!

+

#各型患

者的预后各不相同,肝脏损伤时可以出现
:37

和
:-7

活性

升高#但并无病因特异性#一般在急性肝炎时
:37

升高较明

显#可以达到
!''' d

"

3

以上#且
:37

的活性高于
:-7

#

:37

"

:-7

大于
!

%慢性肝炎时
:37

和
:-7

可以持续反复升

高#

:-7

的活性可以高于
:37

#

:37

"

:-7

小于或等于
!

%重

型肝炎患者血清胆红素明显升高#但
:37

和
:-7

反而下降#

出现0胆酶分离1现象,在我国#乙肝是引起肝硬化最常见的疾

病#而肝硬化又是乙肝最常见的并发症*

!

+

,评价肝脏功能的血

清酶主要有
:37

)

:-7

)

4

/

丙氨酰转移酶$

4

/W7

&和碱性磷酸酶

$

:3S

&

*

$

+

,尤其是
:37

#

$

$'d

"

3

为正常#

$'

!

!"'d

"

3

为

轻度损伤#

!"'

!

$''d

"

3

为中度损伤#

%

$''d

"

3

为重度损

伤,本组病例
=&X

有肝损伤#其中
"

例
:37

和
:-7

分别大

于
!''' d

"

3

#前者为重度肝损伤#

]YU Q9:

拷贝数为

!'

(

H1

MK

"

03

#后者为肝癌#

]YUQ9:

为
!'

$

H1

MK

"

03

,可见

肝脏损伤程度不随
]YUQ9:

拷贝数增加而加重,另有
"&X

的病例
]YUQ9:

拷贝数大于
!'

#

H1

MK

"

03

而肝功能正常#属

于
]YU

携带者*

&

+

#此时以
]YUQ9:

浓度监测抗病毒治疗和

观察其传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

!

]YB:

D

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的概率
!

为

每年
"%'X

!

&%&X

#而
]YB:

D

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为每年

)%'X

!

!'%'X

#肝硬化失代偿年发生率约为
#%#X

#代偿性肝

硬化和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的
&

年病死率分别为
!$%'X

!

"'%'X

和
='%'X

!

)(%'X

,

]YU

感染与肝癌的发生也有密

切关系*

!

+

,乙肝患者长期监测
]YUQ9:

)

:37

)甲胎蛋白等

指标变化很有必要*

(

+

#所以乙肝患者在不间断监测
]YUQ9:

拷贝数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监测肝功能受损情况#以便及早发

现病情变化#及时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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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尿液分析

杨忠金!熊国润!杨金琼!孙
!

涛"云南省临沧市妇幼保健院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临沧市
'

!

$

岁健康儿童尿液中蛋白质'白细胞'红细胞的存在情况与早期发现儿童不典

型泌尿系感染的关系%方法
!

采取随机抽样法留取
!#<'

例
'

!

$

岁儿童随机尿液进行尿液分析"尿蛋白质'白细

胞'红细胞检出阳性率$!并按性别分年龄段进行统计%结果
!

!#<'

例
'

!

$

岁儿童随机尿液中蛋白质'白细胞 '红

细胞的阳性检出率有随年龄增长而增高的趋势!其中
#

!

$

岁年龄组尿白细胞'红细胞检出率与同性别儿童的尿白

细胞'红细胞总检出率相比有明显差异%女童尿液中白细胞检出率与男童相比有明显差异%结论
!

'

!

$

岁儿童不

典型泌尿系感染情况不容
!

视!尿液检查是发现不典型泌尿系感染简便'安全'准确的方法之一%

"关键词#

!

尿分析#

!

儿童#

!

体格检查#

!

蛋白质#

!

白细胞#

!

红细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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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感染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症状多不典型#极易误

诊#早期诊断是治疗的关键*

!

+

,尿液分析是重要的泌尿系统感

染检查方法之一,本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临沧

市妇幼保健院健康体检的
!#<'

例
'

!

$

岁儿童随机采集尿液

进行分析#以便了解儿童不典型泌尿系感染情况,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临沧市妇幼保健院健康体检的
!#<'

例
'

!

$

岁儿

童进行尿液分析,其中男童
="$

例!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女童
(((

例!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方法

$%/%$

!

尿液标本留取标准
!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发现不典型泌

尿系感染的儿童#由于使用奎宁)嘧啶等药物可使尿蛋白检测

结果出现假阳性#青霉素可使尿蛋白检测结果出现假阴性%庆

大霉素)维生素
6

等可使红细胞)白细胞检测结果出现假阴

性*

"

+

#因此被选为调查的儿童首先应没有明显的泌尿系感染症

状和体征#其次是近期无服药等治疗史#所留取的尿液标本为

随机尿液,

$%/%/

!

尿液分析方法
!

标本使用干化学方法进行初筛#仪器

为日本京都
$"('

#所用原装配套试纸条#试纸条在避光)防潮)

密封的条件下储存#有效期内使用#检测时严格按尿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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