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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型肝炎感染者的感染模式及肝功能的相关分析

乔国强!姜旭华"河南省禹州?中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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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

2PW

#感染者的感染模式与肝功能的关系%方法
!

收集自愿

做乙肝普查的人群标本血清
#6#$

例!用胶体金法先做乙肝表面抗原"

2P(5

@

#测定!对阳性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XV/O5

#法做乙肝血清标志物
2P(5

@

$乙肝表面抗体"抗
)2P(

#$乙肝
>

抗原"

2P>5

@

#$乙肝
>

抗体"抗
)2P>

#$乙

肝核心抗体"抗
)2PB

#

"

项检测和肝功能总胆红素"

.P;L

#$结合胆红素"

\P;L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5V.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5O.

#

8

项指标的测定%结果
!

#6#$

份标本共检出乙肝阳性标本
8%$

例!阳性率
&%17R

%其中乙肝

大三阳
S"

例!占阳性结果的
#S1"R

!

.P;L

$

\P;L

$

5V.

$

5O.

阳性率依次为
917R

$

$1S6R

$

S16R

$

61&R

'乙肝小三阳

&#6

例!占阳性结果的
861&R

!

.P;L

$

\P;L

$

5V.

$

5O.

阳性率依次为
#81SR

$

917R

$

#%1#R

$

#916R

'

2P(5

@

和核心

抗体组合阳性
#"S

例!占阳性结果的
9819R

!

.P;L

$

\P;L

$

5V.

$

5O.

阳性率依次为
#%1"R

$

618R

$

&#1#R

$

#S16R

%

提示在检出的乙肝感染人群中乙肝大三阳的阳性率较小!乙肝小三阳$

2P(5

@

和抗
)2PB

组合模式的阳性率较高!

且肝功能异常的概率较大三阳的人群高%结论
!

不同组合模式的
2PW

感染者都应定期做肝功能和其他医学检

查!发现异常!及时治疗%对于高危人群及新生儿应及时接种乙肝疫苗!阻断乙肝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减少
2PW

的感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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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下称乙肝%是由乙肝病毒$

2PW

%病毒引起的一

种以血液)体液和母婴垂直传播为主的传染性疾病*全球约有

91"

亿人为慢性
2PW

感染#每年约有
#$$

万人死于
2PW

感染

所致疾病*我国属
2PW

感染高流行区#最近一次的全国乙肝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2P(5

@

携带率已由
#77&

年的
716"R

降至

&$$S

年的
61#SR

#但总人数仍超过
7$$$

万+

#

,

*乙肝感染的

主要诊断方法为检测
2PW

血清标志物#作者对本院举行的乙

肝普查活动中普查的人群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分析#以了解乙

肝的发病及进展情况#做好治疗和预防的工作#现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标本来源
!

收集
&$#$

年
#&

月
&8

日至
&$##

年
#

月
#6

日自愿来本院做乙肝普查的人群血清标本
#6#$

例*

$1/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日立
6#S$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上

海科华
O.)9%$

酶标仪*乙肝表面抗原$

2P(5

@

%胶体金试纸

条由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69

(总

胆固醇$

.P;L

%和结合胆固醇$

\P;L

%采用化学氧化法#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5V.

%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O.

%采用速率

法#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2P(5

@

)乙肝表面抗

体$抗
)2P(

%)乙肝
>

抗原$

2P>5

@

%)乙肝
>

抗体$抗
)2P>

%)乙

肝核心抗体$抗
)2PB

%试剂盒由上海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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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6#$

例标本先用
2P(5

@

试纸条做初筛检查#对

乙肝阳性标本做
2P(5

@

)抗
)2P(

)

2P>5

@

)抗
)2P>

)抗
)2PB"

项乙肝血清标志物和肝功能
.P;L

)

\P;L

)

5V.

)

5O.8

项测定#

乙肝
"

项的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V/O5

%法检测*所

有操作都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和判读#仪器检测室

内质控结果在控*肝功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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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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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5V.

)

5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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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为阳性*为表述方

便#设定乙肝血清病毒学标记检测项目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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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排列顺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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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出现阳性项目的序号为该模式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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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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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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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筛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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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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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为

&%17R

(乙肝
"

项检测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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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S"

例#占体检人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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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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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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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体检人数的
#&16R

#$

#

)

"

%阳

性
#"S

例#占体检人数的
71&R

*肝功能异常的项目!

.P;L

异

常
#%&

例#

\P;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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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V.

异常
&##

例#

5O.

异常
#S&

例*详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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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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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血清标志物各模式及肝功能异常项目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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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测数据显示#

2PW

阳性率为
&%17R

#而据
&$$"

年有 关 报 道 显 示#我 国 普 通 人 群 的
2P(5

@

阳 性 率 为

71$7R

+

9

,

#本院
2P(5

@

阳性检出率远高于此数据#这是由于

此次检测主要是以大部分已知的乙肝患者为检测对象#只有部

分人员为普通检测群体*另外#在本次体检中#使用了胶体金

方法进行
2P(5

@

的筛查#英科新创
2P(5

@

胶体金试纸条的

判定时间为
#$K;<

#最低检出量为
&1"<

@

"

KV

#而上海科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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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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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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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O5

法的灵敏度为
$1"<

@

"

KV

#所以相对于血清中

2P(5

@

含量低于
&1"<

@

"

KV

的部分乙肝感染者#用胶体金法

检测有可能会出现假阴性#造成漏检*所以对继往已确定的乙

肝感染者或处于恢复期的乙肝患者应做
XV/O5

法和
2PW)

\,5

定量测定或其他医学检查#以确定是否有
2P(5

@

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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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显示#在乙肝组合模式中#阳性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
#

)

8

)

"

#

#

)

"

#

#

)

9

)

"

*有关资料显示#最常见的阳性模式为

.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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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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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余模式相对少见#且.

#

)

8

)

"

/).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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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模式检出率从高到低排列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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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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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本文

与此模式排列不相符的主要原因是检测人群不一样)检测方法

不一样*相关资料检测的人群为住院患者入院筛查
2PW

血

清标志物
"

项#采用
5QOd4

荧光免疫分析的微粒子免疫分析

技术*而本文显示的人群为
2PW

相对集中的群体#采用的是

XV/O5

方法*

9

种模式总检出率也有明显差异#.

#

)

9

)

"

/模式

总检出率仅占
"1$R

#占
2PW

总数的
#S1"R

#远低于.

#

)

8

)

"

/

及.

#

)

"

/阳性率*说明人群中
2PW

急性感染病例并不多#以

慢性
2PW

感染者居多*

'1'

!

与
2PW

模式相对的肝功能
.P;L

)

\P;L

)

5V.

)

5O.8

项

指标的异常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

)

"

#

#

)

8

)

"

#

#

)

9

)

"

#

2PW

感染者的肝功能
.P;L

)

\P;L

)

5V.

)

5O.

的总阳性率由高到低

依次为
5V.

#

5O.

#

.P;L

#

\P;L

*

2PW

感染的
9

种模式中#

5V.

)

5O.

)

.P;L

和
\P;L

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且以.

#

)

"

/和

.

#

)

8

)

"

/

2PW

感染者的组合模式升高多见*

5V.

和
5O.

水

平一般可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血清胆红素水平与肝细胞坏死

程度有关*可见
2PW

感染者的不同组合模式中都有肝细胞

损伤病例#以慢性
2PW

感染者肝功能异常据多*提示在感染

2PW

后#不管感染模式为哪种#都应定期复查
2PW

血清标志

物和肝功能指标或其他医学检查#及时对症治疗*同时#对于

高危人群及新生儿应及时接种乙肝疫苗#阻断乙肝传播途径和

易感人群#减少
2PW

的感染机会#降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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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估孕妇产前检查乙型肝炎病毒"

2PW

#$丙型肝炎病毒"

2!W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2/W

#及

梅毒螺旋体"

.+

#的意义%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对
8#9$

例孕妇产前血清
8

项感染性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率为
"186R

!抗
)2!W

阳性率为
$1#"R

!抗
).+

阳性

率为
$18SR

!抗
)2/W

阳性率为
$1$6R

%结论
!

开展孕妇产前感染性标志物检测并将其作为常规检测项目!可以掌

握孕妇感染情况!对控制病情发展$减少母婴垂直传播$降低新生儿传染病发生率$促进优生优育极为重要%

"关键词#

!

孕妇'

!

血清感染性标志物'

!

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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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

!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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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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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孕妇产前血清感染性标志物进行检测#能够及早发现阳

性患者#控制病情发展#预防和控制母婴垂直传播#降低新生儿

传染病发生率#避免和预防传染性疾病的医源性传播和院内感

染以及避免医务工作者职业感染*本文对近
9

年来本院就诊

的孕妇产前血清乙型肝炎$简称乙肝%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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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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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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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抗体

$抗
)2/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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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

%的检测结果进行了

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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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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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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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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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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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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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本

院进行产前检查的门诊和住院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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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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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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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海华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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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海荣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5

%采用日本富士瑞必欧

株式会试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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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酶标仪$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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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雅培%)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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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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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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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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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操作及结果判断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每日带室内质控*抗
)2/W

初筛阳性者按规定程序送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认实验室进行确认*梅毒抗体用甲

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法$

.*YO.

%检测#阳性者做
.++5

进

行确证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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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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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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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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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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