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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实时荧光定量
SOT

定量检测丙型肝炎病毒"

)OU

#

T*'

载量与
)OU

核心抗原和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

'G2

#检测的相关性及符合性$方法
!

逆转录
1SOT

荧光探针法定量检测
0,

例怀疑
)OU

感染患者的

血清
)OUT*'

!同时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GNK'

#检测
)OU

核心抗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G2

水平$结果

0,

份样本中
)OUT*'

阳性率为
%$.,/

"

%(

%

0,

#!核心抗原阳性率为
%(.!/

"

%"

%

0,

#!经统计学分析!两种方法的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符合率为
&,.0/

"

,%

%

%(

#&

'G2

异常率为
$!.(/

"

((

%

%(

#!并随
)OUT*'

载

量的升高而增加$结论
!

)OUT*'

定量检测及
)OU

核心抗原检测结合
'G2

结果分析有助于临床了解
)OU

在

体内的复制水平和肝脏的炎性反应状态!指导临床用药及观察疗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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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病毒&

!

丙型肝炎抗原&

!

丙型肝炎&

!

丙氨酸转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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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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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世界性传染病#我国平均感染率为
(.!/

+

#

,

)

丙型肝炎病毒$

)OU

%感染人体后#有将近一半的人会转变为

慢性肝炎+

!

,

#早期诊断仍是防止
)OU

传播的有效手段)因

此#建立一种针对
)OU

的具有较高敏感度*特异性和稳定性

的检测方法#对
)OU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以及输血前的检

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用于
)OU

感染的主要诊断指标为抗
1

)OU

*

)OUT*'

及
)OU

核心抗原#其中核心抗原检测是最

近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G2

%由肝细胞产

生#肝细胞的受损程度与血清
'G2

水平有直接关系#它是体

现肝细胞损害和坏死的特异性强*敏感度高的指标)临床常规

检测以抗
1)OU

为主#但抗体阳性并不能说明患者是否携带

)OU

*是否具有传染性+

(

,

)本文对
0,

例怀疑
)OU

感染患者

的血清
)OUT*'

*核心抗原及
'G2

进行了检测分析#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
!""&

年
#!

月
!

日至
!""0

年
#"

月

(#

日
0,

例门诊及住院疑为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年龄
#0

!

&#

岁#平均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研究方法
!

所有实验均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和判读

结果)

$./.$

!

)OUT*'

检测
!

采用逆转录
1SOT

荧光探针法#荧光

定量
SOT

仪由深圳匹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配套
)OU

核酸扩增$

SOT

%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批号为
!""&1U58693<1

%.":

#

)OUT*'

载量的正常值为小于
#"""73

B>

"

CG

)

$././

!

)OU

核心抗原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WGNK'

%法#检测试剂盒由湖南景达基因公司生产#洗板机

$

K2!($Z

%和酶标仪$

K2!($"

%为上海科华实业有限公司生产)

$./.'

!

'G2

检测
!

试剂和仪器均由贝克曼公司生产#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型号为
Gi1!"'

#正常值为
'G2

#

,"b

"

G

)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KSKK#-."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四格表
"

! 检验)

/

!

结
!!

果

/.$

!

)OUT*'

与
)OU

核心抗原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0,

份血清标本
)OUT*'

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

%(

"

0,

%(

)OU

核心抗原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

%"

"

0,

%(

%(

份
)OUT*'

阳性血清中
)OU

核心抗原同时阳性的有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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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二者的阳性符合率为
&,.0/

$

,%

"

%(

%)经配对四格表
"

!

检验分析#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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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0,

份血清
)OUT*'

与核心抗原检测结果比较

)OUT*'

核心抗原

] R

合计

] ,% & %(

R % ($ ,#

合计
%" ,, 0,

/./

!

)OUT*'

载量与
)OU

核心抗原阳性及异常
'G2

的

关系
!

见表
!

)

%(

份
)OUT*'

载量高于
#"""73

B>

"

CG

的

病例中
'G2

$

,"b

"

G

者
((

例#其异常的率为
$!.(/

)

'G2

异常率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且随着
)OU

T*'

载量的增多其异常率呈一定程度的增高#异常
'G2

浓度

在不同
)OUT*'

载量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U

核心抗

原的阳性率也随着
)OUT*'

载量的升高而增高)

表
!

!

)OUT*'

载量与核心抗原阳性及异常
'G2

的关系

标本数
)OUT*'

$

73

B>

"

CG

%

核心抗原阳性

&

阳性率$

/

%

'G2

异常

& /

平均值$

b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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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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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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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讨
!!

论

丙型肝炎是由
)OU

引起的病毒性传染病#是一种主要经

血液传播的疾病+

,

,

)由于
)OU

感染后极易慢性化#大约
-%/

以上的感染者将演变为慢性感染#并可引起肝硬化*肝癌等终

末期肝病#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预防
)OU

感染及特效的治疗

药物)因此#对健康人群进行筛查及早期临床诊断是有效控制

丙型肝炎发生的重要手段)但是很多患者感染
)OU

多年#在

临床上并无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对此类患者#

)OU

感染的病原

学检测往往是确定诊断和治疗的唯一依据)目前#临床对于

)OU

感染的诊断仍以
WGNK'

法检测抗
1)OU

为主#由于其操

作简便*不易污染*灵敏度较高#已经大规模地应用于血清筛

查+

%

,

)

)OU

感染后至抗体转阳的窗口期平均为
-"4

#有的患

者可延长至
$

!

0

个月或更长#少数因免疫缺陷或免疫系统发

育未成熟而表现为阴性#约
#/

!

(/

的患者抗
1)OU

可持续阴

性#而此时血液具有传染性#故使用
WGNK'

法检测抗
1)OU

达

不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目的)

人在感染
)OU#

!

!

周时血清中即可检测到
)OUT*'

#

其水平反映病毒的复制与传染性#为病毒血症的标志#是诊断

)OU

的.金标准/)血清
)OUT*'

阳性是
)OU

感染的直接

依据#对丙型肝炎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资料表明#实时

荧光定量
SOT

检测
)OUT*'

含量具有较好的敏感度和特

异性#且快速简便#能够防止污染#适合临床标本的常规检

测+

$1-

,

)近来#一种敏感而特异的定量检测
)OU

核心抗原的

WGNK'

方法已有报道)该检测方法由于在用单克隆抗体检测

抗原之前采用了免疫复合物的解离步骤#从而使之比早期的酶

联免疫测定方法具有更好的敏感度)研究显示#丙型肝炎患者

外周血中
)OU

核心抗原与
)OUT*'

有良好的相关性+

&

,

#是

理想的
)OU

感染标志物)

本实验
0,

份怀疑
)OU

感染的血清中#

)OUT*'

阳性

%(

份#核心抗原同时阳性
,%

份#二者阳性符合率为
&,.0/

#表

明两种方法检测效果无统计学差异$

D

$

"."%

%#说明二者有较

好的一致性)从表
!

中可以看出#随着
)OUT*'

载量的升

高#

)OU

核心抗原的阳性率随之增高)

)OU

核心抗原也是在

)OU

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早期感染标志物#几乎与
)OUT*'

同时出现)外周血中
)OU

核心抗原是
)OU

病毒颗粒的结构

蛋白#在各亚型
)OU

病毒中高度保守)血清中的
)OU

核心

抗原非常稳定#可以在室温条件下稳定存在
-4

#而
)OUT'*

在室温下很容易降解)虽然
)OUT*'

是诊断
)OU

的.金标

准/#但该方法在技术和设备上要求较高且费时#因此#在一些

实验条件较差的基层医院#可以考虑用
)OU

核心抗原检测来

代替
)OUT*'

定量检测#但是#其最低检测限却很高)

'G2

水平与
)OU

在体内的复制有一定关系#本实验结果显示#

'G2

异常率在病毒载量增加时呈一定程度的递增)本次实验

)OUT*'

#

#"""73

B>

"

CG

时#

'G2

浓度也处于较高水平#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

)OUT*'

和
)OU

核心抗原检测在丙型肝炎

的诊断中各有一定的局限性#

!

者同时检测可以完善其诊断)

)OUT*'

是反映体内
)OU

复制的可靠指标#结合
'G2

检

测结果可帮助临床了解
)OU

在体内的复制水平和肝脏的炎

性反应状态#以指导临床用药及观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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