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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
%$$&

!

%$$'

年深圳市外来劳务工乙型肝炎感染模式和状况!探讨乙肝
!

项和
()*+,-

检出率之间的关系!为深圳市劳务工群体乙型肝炎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01-

#和实时荧光定量
234

法对
%$$&

!

%$$'

年
"%%5

份深圳市外来劳务工的血清标本进行乙肝
!

项检测和

()*6+,-

测定$结果
!

深圳市外来劳务工乙肝
!

项异常者的
()*+,-

总阳性率为
7#8'79

$共发现
&

种
()*

感染模式!小三阳患者占
()*

感染总例数的
7'85&9

!大小三阳
()*+,-

的检出率分别为
'78""9

和
%"85&9

$

%$

!

:$

岁的青年劳务工乙肝感染人数在
-6;

感染模式中均超过该模式感染者总数的
!$9

以上$结论
!

深圳市外

来劳务工乙肝
!

项异常者近半数携带
()*+,-

!必须加强对大三阳和模式
+

组"

()<-

=

阳性和抗
6()>

阳性#感

染者以及
%$

!

:$

岁的青年劳务工的
()*+,-

的监测!从而对外来劳务工
()*

感染者的传染性进行正确的评

估!为乙肝的防护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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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传染病之一#我国是乙型

肝炎的高发区#广东省更是乙肝的高流行区)

"6%

*

+随着儿童乙

肝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
()D-

=

阳性率有了明显下

降#但农村人口的
()D-

=

阳性率显著高于城市人口#劳务工

群体的
()*

感染率和
()D-

=

阳性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人

群)

:67

*

+本市是广东省劳务输入的重要地区#对本市外来劳务

工乙肝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将为广东省的乙肝防控工作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本文对本市外来劳务工的乙肝血清学感

染模式以及
()*+,-

的检出率进行了分析#现将分析结果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研究对象
!

以
%$$&

!

%$$'

年在本中心检测出的
"%%5

名
"&

!

!&

岁非本市户籍的中国外来乙肝五项异常的劳务工作

为研究人群#采集了患者的血清样本#并对患者的年龄,性别,

籍贯和职业等进行了调查分析+

$8/

!

方法
!

采集空腹静脉血并分离出血清#利用酶联免疫吸

附技术$

./01-

%对血清乙肝标志物进行检测#检测试剂盒购自

北京万泰公司+利用实时荧光
234

法用于检测
()*+,-

#

试剂盒由深圳匹基有限公司提供+全部实验都在试剂有效期

内实施#并按试剂盒的操作说明进行检测+

$8'

!

统计学方法
!

用
1211"58$

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以
C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
()*

感染模式
!

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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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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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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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市的
"%%5

名劳务工的
()*

感染标志物进行了检测#共

发现了
&

种
()*

感染血清学标志组合模式$表
"

%+小三阳患

者$

)

组%最多#达到
5$'

例#占总检测人数的
7'85&9

+其次为

大三阳$

-

组和
3

组%#它们分别占据了受检人数的
:58%:9

和

"!8!$9

+在这些乙肝血清学异常的劳务工中#

()<-

=

阳性率

可高达
''85&9

+

表
"

!

本市劳务工人群
()*

感染标志物分布

组别
()<-

=

抗
6()<

抗
6()> ()D-

=

抗
6()D

人数 构成比$

9

%

-

$大三阳%

V Q V Q V 7$# :58%:

)

$小三阳%

V Q Q V V 5$' 7'85&

3

$

"

#

!V

%

V Q Q Q V "'$ "!8!$

+

$

"

#

:V

%

V Q V Q Q # $85!

.

$

"

#

7V

%

V Q Q V Q % $8"5

X

$

7

#

!V

%

Q Q Q V V 7 $8::

;

$

"V

%

V Q Q Q Q ! $87"

!!

注!

V

表示阳性#

Q

表示阴性+

/8/

!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年龄与
()*

感染模式
!

在
"%%5

名本市外来劳务工中#大三阳患者有
7$#

例#小三阳患者有

5$'

例#

3

组共有
"'$

例#

+

,

.

,

X

和
;

组分别有
#

例,

%

例,

7

例

和
!

例+

%$

!

:$

岁的青年劳务工是上述各种感染模式的主要

人群#该人群分别占据
-6;

组的
!#8$'9

,

!:8%$9

,

!:8"59

,

&!9

,

"$$9

,

!$9

和
5$9

+各年龄段的劳务工乙肝感染模式

分布见表
%

+

表
%

!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
()*

感染模式的年龄分布

年龄$岁%

()*

感染模式

-

$大三阳%

)

$小三阳%

3 + . X ;

合计

#

%$ "!7 '' :5 " $ " % %':

%$

!

%:& :%7 "$" 5 % % : 5&!

:$

!

"5 "7% 7! " $ " $ %$!

7$

!

" 7" # $ $ $ $ !$

!$

!

5$ $ % $ $ $ $ % :

合计
7$# 5$' "'$ # % 7 ! "%%5

/8'

!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性别与
()*

感染模式
!

在
"%%5

名本市外来劳务工中#男
5$&

例#女
5"'

例+男性大三阳,小三

阳和
3

组分别有
"#5

例,

:"&

例和
'5

例(女性大三阳,小三阳

和
3

组分别有
%%%

例,

%'%

例和
'7

例+男女外来劳务工各感

染模式的性别分布见表
:

+

表
:

!

男女外来劳务工各感染模式的性别分布%

'

&

性别
-

$大三阳%

)

$小三阳%

3 + . X ;

合计

男
"#5 :"& '5 % % % % 5$&

女
%%% %'% '7 5 $ % : 5"'

合计
7$# 5$' "'$ # % 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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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
()*

感染模式与
()*+,-

检出

率
!

研究发现#大三阳患者的
()*+,-

检出率为
'78""9

#

这表明!大三阳患者的潜在传染性十分强#

3

组和
)

组$小三

阳%也是最常见的
()*

的感染模式#其中
3

组的
()*+,-

检出率为
:#8&79

#高于小三阳的
()*+,-

检出率
%"85&9

+

同时#还发现
+

组和
;

组
()*+,-

检出率分别达到
"$$9

和
7$9

#而
.

组和
X

组均未检出
()*+,-

+在被检测人群

中#

()*+,-

的总检出率为
7#8'$9

+各感染模式下
()*

+,-

的检出率见表
7

+

表
7

!

本市外来劳务工人群
()*

感染模式与

!!!!!

()*+,-

检出率

()*+,-

()*

感染模式

- ) 3 + . X ;

合计

检测数$

'

%

7$# 5$' "'$ # % 7 ! "%%5

阳性数$

'

%

:#7 ":% &7 # $ $ % 5$$

阳性率$

9

%

'78""%"85&:#8&7 "$$ $ $ 7$ 7#8'$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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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乙型肝炎是由
()*

引起的#以肝脏病变为主并引起多种

器官损害的传染性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一个重要原因)

:

*

+我国自
"''%

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

理以来#特别是
%$$%

年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新生儿及

低龄儿童的乙肝疫苗接种率逐步提高#

()*

感染率大幅度下

降+然而#对于农村出生的儿童#甚至一些偏远地区在家出生

的儿童来说#由于受一些家长和乡村医生乙肝知识,态度,行为

以及交通,免疫服务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儿童的乙肝疫苗

接种率明显低于城市儿童#农村人口的乙肝感染率明显高于城

市人口)

7

*

+广东省是全国劳务输入的大省#本市的劳务工人口

的比重较大+这些劳务工多来自贫困的地区#文化水平相对较

低#医疗保健意识较薄弱#该人群流动性强#极容易导致
()*

的传播和流行#因此#掌握外来劳务工的乙肝感染情况对于广

东省外来务工人员乙肝感染率的评估和乙肝的防控具有重大

意义+

本研究发现本市外来工厂劳务工
()<-

=

总阳性率为

5#9

#明显高于
%$$5

年全国普查统计处的
()<-

=

总阳性率

$

!$8"9

%和广东省的平均水平$

5"8!"9

%

)

!65

*

+本调查显示#在

血清学异常的劳务工中#

()<-

=

的阳性率可高达
''85&9

+

同时还发现#本市外来劳务工乙肝感染模式具有多样化#以大

小三阳和
3

组$

()<-

=

阳性和抗
6()D

阳性%为主#并以小三阳

感染者最为多见+本研究对这些乙肝血清异常者进行了实时

荧光定量
234

检测#分析发现#劳务工的
()*+,-

的总检出

率达 到 了
7#8'79

+大 三 阳 患 者 占 乙 肝 总 感 染 人 数 的

:58%:9

#其
()*+,-

的检出率高达
'78""9

+小三阳患者

占总检测人数的
7'85&9

#其
()*+,-

的检出率为
%"8&59

#

3

组,

+

组和
;

组
()*+,-

的检出率分别达到
:#8'79

,

"$$9

和
7$9

+这表明!本市外来劳务工血清
!

项异常者#几

乎半数携带
()*

#因此#这些携带
()*+,-

的劳务工可能造

成乙肝的传播和流行+对于大三阳患者#其
()*+,-

的检

出率达到
'$9

以上#这说明很有必要对这群劳务工进行定期

()*+,-

监测和健康教育#这是防控乙肝流行的重要举措+

同时研究发现#

+

组虽然感染形式并不多见#但是其
()*

+,-

的检出率竟然达到
"$$9

#由此#这类感染人群的乙肝监

测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还发现#

%$

!

:$

岁的劳务工是

-Q;

组多种感染模式的最主要感染人群#他们占据了
-Q;

组

的半数以上#因此#该人群是
()*

防控的重要$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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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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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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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种抗凝管不同时间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

:\?

&

时间$

H

%

抗凝剂

.+?-6Y

%

柠檬酸钠

$ ":"\%! "7#\%"

% "$#\:# "::\%#

7 #'\:! "$!\:"

'

!

讨
!!

论

血小板假性减少已被广泛报道#有报道认为其发生与性

别,年龄,疾病情况相关+抗凝剂,药物等因素都会引起血小板

的假性减少)

%67

*

+其中关于
.+?-6Y

%

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的

报道较多#但其发生的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

导致血小板

减少的关键问题就是抗凝剂的问题#大部分的观点是可改用柠

檬酸钠抗凝样本即可排除血小板聚集的影响而得到准确的血

小板计数)

!6&

*

#因此#本研究是比较两种抗凝剂对血小板计数的

影响#从而寻求更好的抗凝方法使血小板计数准确#为临床实

际工作提供依据+

通过实际检测发现!两种抗凝剂对血小板的凝集有一定差

异的影响#

.+?-6Y

%

比柠檬酸钠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明显+

同时检验结果也显示血小板假性减少与标本静置时间也相关#

%H

内
.+?-6Y

%

比柠檬酸钠的影响更大#而随时间的延长差

异逐渐减小+这与有些报道血小板假性减少与标本静置时间,

试剂,抗凝剂,溶血及溶血素,血小板大小,形态等有关基本相

符+但由于血小板计数与多方面影响因素有关#比如采血时

间,方式及采血后是否摇匀等等)

#6"$

*

+因此日常工作中对血细

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结果减低的病例可通过血涂片镜下观察,

显微镜下手工计数,等措施来避免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的错

误#以避免血小板假性现象引起误诊+还需要广大医学工作者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加强与临床联系和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减

少误差发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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