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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LR;

含量与
2Q:

标志物定量检测结果及肝功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对疾病进行评估%

"关键词#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乙型肝炎
,

抗原#

!

乙型肝炎病毒
LR;

#

!

肝功能#

!

相关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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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345,<AD

?

7@<45;5>:<+7-,4+

9

:87-

S

<45>5=5>,7@ZP[!TF

#

ZP[8:;V5;,:-D<45>+=5;@A-6<+7-+-D5K5,

!

'0%&2-

$

BC9#9.

:

>9DEF.E

:

)";>.

=

&;*

:

)*

4

/)"

A

#

5-

J

);*&'&$$$

#

/C)*;

&

'

FC,<;:6<

(

!

"C

*

56<+=5

!

>?*7CE

)

7D,G,BA71?H*D1

K

A+?H

N

7D,B,@,B*?F2Q:LR;

#

2Q:+AG\,G*AHE7D,B1@,G

FCH671?H1HE,-,*#G5<47D,

!

!$$6A*,*?F2Q:6AGG1,G*g*,GC+*A+

K

B,*I,G,*A+

K

B,E#2Q:LR;B,@,BIA*E,7,67,E

3

)

b̂X9W#2Q:+AG\,G*I,G,+,A*CG,E3

)

/O](;

#

AHE7D,B1@,GFCH671?H1HE,-,*I,G,E,7,67,E1H7D,*A+,*A+0

K

B,*#>D,6?GG,BA71?HA+?H

N

7D,7DG,,1HE,-,*IA*AHAB

)

J,E#H5,A><,

!

P17D7D,D,B

K

?F7D,G,BA71?H*D1

K

AHAB

)

*1*

#

7D,

6?GG,BA71?H6?,FF161,H7?F7D,B,@,B?F2Q:LR;AHE7D,B1@,GFCH671?HIA*!f_$#!

#

#

#

$#$'

%

;*F?G7D,2Q:

+AG\,G*AHEB1@,GFCH671?H

#

7D,6?GG,BA71?H6?,FF161,H7IA*!f_$#!

#

#

#

$#$'

%

;*F?G7D,2Q*;

N

#

2Q,;

N

AHE2Q:

LR;B,@,B

#

7D,6?GG,BA71?H6?,FF161,H7IA*!f$#'<=

#

$#%'4

#

#

"

$#$"#I7-6>A,+7-

!

>D,B,@,B?F2Q:LR;1H7D,

3B??E*,GC+AHE2Q:+AG\,G*1*H?7*1

N

H1F16AH7B

)

G,BA7,E7?7D,B1@,GFCH671?H#>D,G,1*6?GG,BA71?H3,7I,,H7D,B,@,B

?F2Q*;

N

#

2Q,;

N

AHE7DA7?F2Q:LR;#2Q*;

N

#

2Q,;

N

6AH?HB

)

G,

K

B16A7,7D,7D,*17CA71?H?F2Q:#P,*D?CBEHg

7

d

CE

N

,7D,B,@,B?FB1@,GEA+A

N

,3

)

7D,B,@,B?F2Q:LR;AHE2Q:+AG\,G*#]71*+?G,,FF,671@,7?,@ABCA7,7D,E1*0

,A*,3

)

7D,*

)

H7D,716ABAHAB

)

*1*?F7D,B1@,GFCH671?H

#

7D,B,@,B?F2Q:LR;AHE2Q:+AG\,G*#

'

J5

?

B7;D,

(

!

2Q*;

N

%

!

2Q,;

N

%

!

2Q:LR;

%

!

B1@,GFCH671?H

%

!

G,BA71@17

)

!!

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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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乙型肝炎的病原体)乙型肝炎为

一种世界性疾病#分布于各年龄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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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较高)

乙型肝炎的危害性比甲型肝炎大#易发展成慢性肝炎#部分可

演变为肝硬化或原发性肝细胞癌#乙型肝炎是我国重点防治的

严重传染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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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水平-

肝功能生化指标#以准确判断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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