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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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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在山东省立医院医务人员中的感染情况!以确定预防措施!控制

乙肝传播!保障职工健康$方法
!

采用罗氏
+*?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对
)()?

例医院职工血清乙肝表面抗原%

乙肝表面抗体%乙肝
:

抗原%乙肝
:

抗体%乙肝核心抗体进行检测$结果
!

医院职工乙肝病毒感染率
?D()i

!男性感

染率
,D,)i

!女性感染率
?D*+i

!男性高于女性$管理组和医技组乙肝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临床科室$影研

所和管理组免疫率最低!易感率最高$结论
!

医院职工乙肝病毒阳性率较低!各科室间乙肝病毒感染率%免疫率和

易感率均有一定差异$为进一步降低乙肝病毒发病率!应加强乙肝的宣传和疫苗接种工作$

"关键词#

!

医院职工&

!

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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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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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我国至少有
F

亿人感染过乙型肝炎

$下称乙肝%病毒#而我国人群中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高达

CD?Fi

#也就是说#约有
B)**

万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几乎占

全世界总数的一半*

?$,

+

,目前#乙肝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

母婴-破损的皮肤黏膜和性接触等,其中#经破损的皮肤黏膜

传播主要以医源性传播为主#医院职工接触患者和病原体的机

会多#所以了解医院职工乙肝病毒感染及人群免疫状况#对保

障职工健康#控制乙肝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将山东省

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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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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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医务人员乙肝血清学检测结果

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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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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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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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健康查体

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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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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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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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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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根据职工类别和接触病原体的密切程度#分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管理科室$包括总务及机关%-医技科室$密切接触血液和

体液等污染物#包括检验科-病理科-输血科等%-影像研究所-

保健科及其他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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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罗氏
+*?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及罗

氏原装试剂-定标液和质控品,

$D'

!

方法
!

所有查体职工均清晨空腹采血#采用电化学发光

分析法#严格按照仪器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室内质控均在控,

用罗氏
+*?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血清中乙肝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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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表面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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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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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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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肝
:

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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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核心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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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和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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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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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

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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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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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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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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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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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抗
$

!-8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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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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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和$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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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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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和$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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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和$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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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为乙肝病毒感染者,抗
$!-M

阳性者

具有免疫力#为乙肝病毒免疫者,抗
$!-M

阴性且无乙肝病毒

感染者为乙肝病毒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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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D*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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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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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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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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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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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职工乙肝病毒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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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职工中#检出乙肝

病毒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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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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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免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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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免

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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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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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易 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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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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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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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职工乙肝病毒感染-免疫-易感情况
!

男性乙肝

病毒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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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乙肝病毒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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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乙肝病毒阳性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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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乙肝病毒免疫率
+BD(,i

#女性

乙肝病毒免疫率
CCD*Ci

#男性乙肝病毒免疫率明显低于女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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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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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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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易感率

,FD)/i

#女性
,?DF+i

#男性乙肝病毒易感率明显高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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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职工乙肝病毒感染(免疫及易感情况

性别
-

感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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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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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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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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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科室职工乙肝病毒感染-免疫及易感情况
!

管理组

乙肝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科室#其次为医技组和儿科组#

这
)

组阳性率占全部感染者的
/?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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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临床科

室$内科-外科-妇科-保健等%乙肝病毒感染率相对较低,影研

所乙肝免疫率最低(其次为管理组(各临床科室乙肝病毒免疫

率均较高,影研所人群易感率最高(其次为管理组,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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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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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科室职工乙肝病毒感染(免疫及易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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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乙肝病毒感染-免疫及易感情况
!

不同年龄组

乙肝病毒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增

长逐渐增高#其中以$

%

C*

"'

F*

岁%年龄组乙肝病毒感染率

最高#$

%

F*

岁%年龄组的乙肝病毒感染率为
*D**i

,乙肝病

毒免疫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

%

F*

岁下降%,乙肝病毒

易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长$

%

F*

岁下降%,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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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乙肝病毒感染(免疫及易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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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该病在世界各

地广泛流行#也是我国当前流行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一种传

染病*

)

+

,乙肝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复杂#病程迁徙#严重影

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

+

,乙肝病毒不仅通过血液传播#乳汁-唾

液等均可检测出#密切的生活接触也是乙肝病毒的传播方式,

医院作为特殊服务行业#医务人员直接接触患者#因此#了解医

务人员乙肝病毒感染情况#采取不同防治措施#对于预防乙肝

病毒感染#保护医患双方#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立医院
)()?

例医务人员乙肝病毒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乙肝病毒感染者
(B

例#占
?D()i

#明显低于

全国感染率#原因可能为该院每年均免费为职工接种乙肝疫

苗#有效预防了乙肝病毒的传播,乙肝免疫者
,/+,

例#占总

数的
C(D+Ci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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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F?

例#占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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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占总数的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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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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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浓度较低者#应进行一次加强免疫接种(乙肝易感者
F,*

例#

占
,)DB*i

,应及时给予乙肝病毒免疫预防接种,其他模式

$包括抗
$!-M

伴抗
$!-:

-抗
$!-8

阳性#及无抗
$!-M

的抗
$

!-:

-抗
$!-8

阳性及单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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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模式%阳性者
,)++

例#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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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抗
$!-M

阳性者说明感染乙肝病毒后已产生保护

性抗体#具有一定免疫力#但仅存在抗
$!-:

和抗
$!-8

阳性者#

应补查乙肝病毒
W&'

#追踪观察肝功能#鉴别是乙肝病毒感染

的特殊模式还是乙肝病毒感染后仅存的血清标志#据此采取不

同防治策略*

/$+

+

,

该院职工中#男性乙肝病毒检查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与

文献*

C

+报道一致#可能与有关免疫缺陷-遗传或社会接触因素

有关,不同科室间#管理-医技乙肝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

临床科室,医技科室接触患者血液-体液或分泌物较多#尤其

检验-病理-输血等高危科室接触患者血液-针头刺伤的机会高

于一般临床科室#故乙肝病毒检出阳性率最高,管理科室乙肝

病毒检出阳性率高#可能由于他们社会交往比较广泛#对免疫

预防的认识不足#且对乙肝病毒感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防护

有关*

C

+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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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模式即3窗口期4#在本资料中占有一定的比

例#这种既往感染或低水平慢性感染或未恢复的早期模式#也

应引起临床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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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检测乙肝病毒
W&'

#查

看有无乙肝病毒感染#以决定是否进一步治疗,

综上所述#对乙肝的防治工作重在预防#特别是加强乙肝

疫苗的接种是防治工作的重点,另外#身为医务工作人员更要

树立自我保护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医疗防护#防止针

刺伤-锐器伤等造成的后果,另外#加大力度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尤其是对影研所和管理组的宣教工作#对乙肝病毒易感者

均给予乙肝疫苗的强化接种#争取达到降低乙肝病毒发病率#

提高病毒转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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