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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旬阳县高考学生体检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筛查分析

张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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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

"

!杨定坤%

!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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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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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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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医学院
!

,+----

#

!!

"摘要#

!

目的
!

调查分析安康市旬阳县高考学生体检主要指标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0̂@#

B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V:

#的异常情况!为旬阳县中学生乙型肝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及酶动力速

率法对旬阳县
%--,

%

%--1

年高考学生体检项目
0̂@#

B

%

#V:

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检测
+9

812

名学生中!

0̂@#

B

阳性者共
218

例!阳性率
85+-6

&其中男生
8,1

例!阳性率
75&26

!女生
%&7

例!阳性率
95

++6

$结论
!

旬阳县参加高考体检学生
Ĵ@#

B

阳性率低于全国
1526

的水平!男生高于女生!乡镇中学高于县城中

学$

"关键词#

!

高考学生&

!

体检筛查&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0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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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0̂S

%引起的一种世

界性疾病#发展中国家发病率高#多数无症状#也是中国人群中

常见的传染病之一+

+

,

*为了解安康市旬阳县高考学生感染情

况#更好地控制和降低旬阳县中学生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和感染

率#同时为高校选送身体健康的大学生提供保障#提高中学生

对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免疫水平#对本院
%--,

%

%--1

年参加高

考的学生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0̂@#

B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V:

%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对象
!

%--,

%

%--1

年安康市旬阳县医院体检的学生

+9812

名#其中男生
21&,

名#女生
,78&

名(年龄
+7

%

%-

岁#

分别为旬阳县的
9

所中学$旬阳)蜀河)神河)赵湾%参加高考的

学生*

$5/

!

方法
!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GV

#

%C

内离心分离血清(

采用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

*VQW#

%法检测
0̂@#

B

(采用奥林巴斯
#e$89-

全自动生

物化学分析仪及其原装试剂#用酶动力速率法检测
#V:

#均按

试剂说明书操作#并保证当日两项质控均在控*

/

!

结
!!

果

/5$

!

连续
,

年
0̂@#

B

阳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见表
+

*

表
+

!

,

年总体
0̂@#

B

阳性率比较

年份$年%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 %,-1 +2- 75+7

%--8 %729 +21 8571

%--7 %28& +2+ 85&%

%--2 &-,9 +2% ,518

%--1 &922 +89 957-

合计
+9812 218 85+-

/5/

!

不同性别
0̂@#

B

感染
!

218

例
0̂@#

B

阳性学生中#男

性
8,1

例#阳性率
75&26

(女性
%&7

例#阳性率
95++6

(男女阳

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b8,5+8

#

N

&

-5-+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
0̂@#

B

阳性率比较

性别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男生
21&, 8,1 75&2

女生
,78& %&7 95++

合计
+9812 218 85+-

/5'

!

对县城与乡镇学生
0̂@#

B

感染比较发现#县城中学阳

性率低于乡镇中学#见表
&

*

表
&

!

9

所不同中学高考学生
0̂@#

B

阳性率比较

学校 受检例数
0̂@#

B

阳性例数 阳性率$

6

%

旬阳中学$县城%

,271 %1, ,5-%

蜀河中学$乡镇%

&8+9 %9, 8572

神河中学$乡镇%

%%88 +81 7598

赵湾中学$乡镇%

%1&1 +27 85&8

合计
+9812 218 85+-

/51

!

对
218

例
0̂@#

B

阳性标本进一步用
*VQW#

作乙型肝炎

病毒标志物检查#发现单纯
0̂@#

B

阳性者占
,,5-%6

#见表
9

*

表
9

!

218

例表抗阳性者
0̂S

标志物结果统计情况

项目 阳性例数 所占比率$

6

%

单纯
0̂@#

B

阳性
91& ,,5-%

0̂@#

B

)

0̂?#

B

阳性
+&7 +,5%1

0̂@#

B

)

0̂?#

B

)抗
$̂ 0)

阳性
7+ 751%

0̂@#

B

)抗
$̂ 0?

)抗
$̂ 0)

阳性
+1, %+578

合计
218 +--5--

/52

!

#V:

异常情况
!

#V:

'

,,e

"

V

有
%2+

例#异常率为

+51+6

#其中伴
0̂@#

B

阳性的有
19

例#占
&&59,6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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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2+

例
#V:

'

,,e

+

V

者
0̂S

标志物结果统计情况

项目 异常例数 所占比率$

6

%

0̂@#

B

阴性
+27 885,-

单纯
0̂@#

B

阳性
& +5+-

0̂@#

B

)

0̂?#

B

阳性
++ &51-

0̂@#

B

)

0̂?#

B

)抗
$̂ 0)

阳性
7+ %,5&-

0̂@#

B

)

0̂?#J

)抗
$̂ 0)

阳性
1 &5%-

合计
%2+ +--5--

'

!

讨
!!

论

'5$

!

据相关学者调查统计#全球
0̂S

慢性携带者约有
&5,

亿人#中国就有
+5&

亿人左右#是乙型病毒性肝炎高发地区+

%

,

*

从
%--,

%

%--1

年共计有
+9812

名高考学生到安康市旬阳县

医院体检#通过对
0̂@#

B

)

#V:

等检测项目的结果进行分析

得出#旬阳县高考学生中#

0̂@#

B

阳性率为
85+-6

#且
0̂@#

B

阳性率明显低于全国
15-6

的平均阳性率水平#并呈逐年下降

趋势*

'5/

!

0̂@#

B

阳性率性别差异较大#男性高于女性#这与国内

外许多统计报道相符#这可能与男性和女性生活习惯的不同

有关*

'5'

!

县城高中学生
0̂@#

B

阳性率低于乡镇高中学生
0̂@#

B

阳性率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农村学生与外界接触少#信息闭塞#

对传染病认识不足#自我保护意识较差#而且在客观上乡镇预

防条件要比县城差#再加上经济条件等制约#因而乡镇学生主

动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的机会就比县城学生少#乙型肝炎疫苗接

种覆盖面也相对较小*

'51

!

从对
218

例
0̂@#

B

阳性者进一步检查
0̂S

标志物结

果统计情况来看#其中有
91&

例为单纯
0̂@#

B

阳性#所占比率

为
,,5-%6

*但
0̂@#

B

阳性携带者是否就是
0̂S

携带者3

以往认为
0̂@#

B

阳性者即表示体内必定有
0̂S

#可近年来

0̂S

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部分
0̂@#

B

单项阳性者不一定

为
0̂S

携带者#这部分人很少有传染性#或无传染性#可以和

健康人一样参加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

&

,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

可对感染病毒的肝细胞产生一过性免疫反应#随着病毒被清除

而疾病痊愈#但若是婴幼儿期免疫系统尚未健全#或成人免疫

应答低下的人不能清除病毒#就会转变为慢性
0̂S

携带

者+

9

,

*

'52

!

在
+9812

名高考学生中有
%2+

例
#V:

结果异常#异常

率为
+51+6

#其中有
19

例
0̂@#

B

阳性#

+27

例
0̂@#

B

均阴

性#可见
#V:

异常与
0̂@#

B

感染并无明显关系*

218

例
0̂$

@#

B

阳性者中仅有
19

例
#V:

异常#这说明大部分
0̂@#

B

阳

性者肝功能正常#这可能与青少年期免疫系统尚未健全#还未

对
0̂S

进行大规模的自身免疫应答反应#肝脏细胞还未对病

毒进行清除反应有关*

#V:

是肝细胞损伤的一个重要指标#

抗肿瘤药)抗结核药#都会引起肝脏功能损害#大量饮酒)食用

某些食物也会引起肝功能短时间损害*

母婴垂直传播是
0̂S

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现有
0̂S

携带者中
,-6

以上为母婴垂直传播所致的胎儿期
0̂S

感

染+

,

,

*另外还有性接触传播)血液或血制品传播)医源性传播

等#在理发店)美容院等公共场所也容易被
0̂S

感染*乙型

病毒性肝炎虽然是一种危害很严重的传染病#但还是可以预防

的#只要每个人都掌握预防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知识#并且认真

去做#就可以把感染
0̂S

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在校

学生人群相对集中#且接触机会多#所以对全体中学生进行健

康教育#普及乙型病毒性肝炎预防知识#对
0̂@#

B

阴性者进

行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特别是加强农村学生疫苗接种工作就显

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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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减少的巨幼细胞性贫血血常规及骨髓象分析

丁
!

红!胡
!

清"云南省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87+---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全血细胞减少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血常规和骨髓检查的临床意义$方法
!

用日本全自

动血液
W

O

@G?"

分析仪测定
%1

例全血细胞红细胞系%粒细胞系%巨核细胞系"简称三系#减少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

者的外周血常规!同时进行骨髓细胞学%糖原染色和铁染色测定$结果
!

%1

例患者全血细胞三系明显减少!红细胞

平均体积"

.4S

#增大!骨髓象显示增生明显活跃!以红细胞系增多为主!三系均有巨幼样改变!红细胞系突出特点

是)幼核老浆*!幼红细胞比例大于
+-6

!巨核细胞系产板型巨核细胞减少!不产板型巨核细胞增多!血小板少见或

偶见$骨髓细胞内外铁染色均正常!糖原染色均为阴性$结论
!

三系减少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在临床上少见!其

外周血表现与急性红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尤为相似!临床医生要引起高度重视!必须进行

实验室检查!防止漏诊和误诊$

"关键词#

!

全血细胞减少&

!

巨幼细胞性贫血&

!

铁染色&

!

糖原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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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细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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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系)粒细胞系)巨核细胞系$简称三系%减少的巨幼

细胞性贫血$

.?#

%在临床上少见#发病年龄主要以中老年为

主#其发生与消化道疾病关系密切*

.?#

的发病机制是由于

叶酸)维生素
0

+%

缺乏#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脱氧核糖核酸

$

NU#

%合成障碍)细胞分裂受阻所致的一组大细胞性贫血#其

特点是红细胞平均体积$

.4S

%高于正常*临床上表现为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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