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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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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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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合格血液的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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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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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水平范围!分析性别"男%

女#对健康无偿献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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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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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建立了南宁地区健康献血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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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水平范围!为建立本地区无偿献血人群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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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检测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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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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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对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等判定有必要同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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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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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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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志物$

,RV5.

%检测是目前

诊断乙型肝炎$下称乙肝%最常用的指标#主要反映人体对

,RV

的免疫反应状态#不同血清标志模式反映不同的临床意

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T*S0-

%检测
,RV5.

简便易行#为临

床检测常用方法)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

临床应用方面的推广#应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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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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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量已成为目前临床诊断
,RV

感染的常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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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分别对临床疑似乙肝患者的血清进

行检测#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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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不同血清学组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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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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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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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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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使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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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试

剂由深圳市匹基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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