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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率统计分析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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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贵州省铜仁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丙型肝炎在住院患者中的发病率!预防和控制医源性经血液传播性疾病的流行&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该院
$##7

年
%

(

%$

月住院患者
<:!$

例进行了抗
?3+&

"丙型肝炎病毒$血清流行病学检

测&结果
!

丙型肝炎病毒总感染人数
98

例!其中男
<#

例!女
%8

例!发病率为
%6$:;

&结论
!

该院丙型肝炎病毒感

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不能忽视丙型肝炎的医源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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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

3+&

%#既往称为经血传播的
5>5S

型肝炎#

%787

年在东京国际肝炎学术会议上正式命名为
3+&

+

%

,

*为

了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医源性经血液传播性疾病的流行性#对本

院
$##7

年
%

(

%$

月
<:!$

例患者的血清抗
?3+&

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标本来源
!

所有标本均来源于本院
$##7

年
%

(

%$

月住

院患者共
<:!$

例#年龄最大
7<

岁#最小
8

月#男
%89!

例#女
%

7%!

例*

$6/

!

仪器与试剂
!

a5_?7!$#

电脑洗板机#

a5U7!#!

酶标分

析仪均由北京普郎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抗
?3+&

诊断试剂

盒由北京万泰生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6'

!

方法
!

抽取患者静脉血
9-Z

#分离血清后#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法进行抗
?3+&

检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

$61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

$ 检验*

/

!

结
!!

果

/6$

!

抗
?3+&

检测结果
!

随机调查
$##7

年
%

(

%$

月本院住

院患者
<:!$

例*查出丙型肝炎病毒总感染人数
98

例#感染

率为
%6$:;

*其中男性感染
<#

例#男性感染率为
#6:7;

#女

性感染
%8

例#女性感染率为
#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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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3+&

阳性者年龄主要分布
!

$%

(

<#

岁)

<%

(

9#

岁年

龄组感染人数各
$#

例#阳性率分别占
#6"<;

#

9%

(

"#

岁感染

:

例#阳性率占
#6%7;

#

!%

(

:#

岁感染
%

例#阳性率占
#6#$;

#

即
$%

(

9#

岁之间人群感染率最高#与文献+

$

,一致*见表
%

*

表
%

!

抗
?3+&

阳性者年龄分布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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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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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调查结果显示#丙型肝炎感染率为

%6$:;

#低于全国丙型肝炎感染率的平均水平
<6$;

+

<

,

#抗
?

3+&

阳性率男性为
#6:7;

#女性为
#698;

$

!

$

\#6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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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岁)

<%

(

9#

岁年龄组感染人数各
$#

例#

9%

(

"#

岁感染
:

例#

!%

(

:#

岁感

染
%

例#即
$%

(

9#

岁之间人群感染率最高*

本组病例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低于全国丙型肝炎感染率的

平均水平
<6$;

#但不能忽视丙型肝炎的医源性流行*针对病

毒型肝炎#通常要从传播途径着手预防*丙型肝炎主要传播途

径是血液传播)性传播及母婴传播+

9

,

*血液传播仍是丙型肝炎

传播的重要途径#丙型肝炎不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所以

日常接触如握手)拥抱)一起工作)吃饭等不会传播*医务人员

在医疗活动中应随时有控制感染的观念#预防和控制医源性经

血液传播性疾病的流行*

慢性
3+&

感染已是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严重的公共健

康问题#目前尚无预防疫苗#故缺乏特异性免疫措施#患者感染

3+&

后#大多数感染者无明显症状#作为丙型肝炎的主要传染

源常易被忽视*同时#慢性
3+&

感染容易发展为肝硬化和肝

癌*因此#对患者就诊时进行抗
?3+&

检测#能为患者治疗前

是否已感染
3+&

提供客观依据#对患者治疗后是否被感染此

类疾病提供诊断依据并可明确责任#有效防范或避免医疗纠

纷*同时筛查时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防止

其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对发现的潜在传染源#医务人员在诊

疗过程中要注意隔离防护#避免医疗损伤而造成感染*对被阳

性血液污染的医疗器械及其他物品应严格消毒#避免交叉感

染#对控制传染和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封秀红#赵随法
6

河南省病毒性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

+

b

,

6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77"

#

!

$

<

%!

%"<6

+

$

, 曾令晓
6:"$<

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b

,

6

检

验医学与临床#

$##7

#

!

$

"

%!

<""?<":6

+

<

, 张为民
6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解读$上%+

b

,

6

中国临床医生#

$##!

#

<9

$

9

%!

$<6

+

9

, 王钰#程茂良#吴锋
6

输血前感染性指标检测结果分析及

其意义+

b

,

6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

#

"

$

:

%!

7!<6

$收稿日期!

$#%%?#7?#8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