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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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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无偿献血者乙型肝炎病毒"

Q̂Y

#核酸筛查"

Z67

#阳性人群特点$方法
!

选取该市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无偿献血者
#%%%%

例!对其进行核酸混样定性检测'拆分单检及补充血清学检测!然后对其进行跟踪随访$结果
!

#%

%%%

例无偿献血者中!

Q̂Y

表面抗原"

Q̂(6

4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
$"&

例"

%*&1%-

#为
Q̂(6

4

反应性!其中初次献血

者的
Q̂(6

4

反应性率明显高于重复献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Q̂(6

4

'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 !Y

#'抗
)

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

ÔY$

)

#

#结果阴性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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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为混合检测"

XMh

#反应性!其中初次献血者和重复献血者的
XMh

反应

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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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XMh

反应性标本中!

$$

例"

%*%+$-

#为
Q̂YdZ6

!其中初次献血者和重复献血

者的
Q̂YdZ6

比例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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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Q̂YdZ6

阳性标本中!

$%

例做乙型肝炎补充试验!乙型肝炎

补充血清学试验均为阴性
#

例!单纯抗
)̂ Q(

阳性
$

例!抗
)̂ Q9

阳性
"

例!其中单纯抗
)̂ Q9

阳性
+

例!抗
)̂ Q(

阳性
$

例$结论
!

无偿献血者
Q̂Y

核酸筛查能够使血液安全得到进一步保证$

Q̂Y

核酸检测阳性献血者中抗
)̂ Q9

阳性比例较高!为降低
Q̂Y

经血传播的风险!建议未开展核酸检测的血站增加对血液检测抗
)̂ Q9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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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传播病毒血清学检测对于保证输血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筛查无偿献血者乙型肝炎病毒$

Q̂Y

%

感染的主要手段就是
Q̂Y

表面抗原$

Q̂(6

4

%血清学检测*

很多相关医学研究表明#献血者在献血时处于
Q̂Y

感染的免

疫.窗口期/'隐匿性
Q̂Y

感染等#是输血后乙肝感染发生的

主要原因(

$).

)

*这个时期献血者体内有
Q̂Y

核酸存在于其血

液中#但是常规血清学检测技术不能将病毒标志物检测出来*

在病毒感染后数天#

Q̂Y

核酸检测就能够检测出标本中微量

的
Q̂Y

核酸#使.窗口期/缩短#寻找出隐匿性病毒感染#促进

输血后
Q̂Y

感染的极大减少(

,)+

)

*本研究分析了无偿献血者

Q̂Y

核酸筛查阳性人群特点#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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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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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四川省资阳市中心血站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无偿献血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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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无偿献血者均

符合国家+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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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知情同意*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

$.%%%

例为初次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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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重复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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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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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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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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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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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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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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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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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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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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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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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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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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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批号!

#%$/%"/$#$

#

#%$/$$/$,$

#

#%$+%+/$$$

#厦门英科新创%&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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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批号!

d.#1/$%

#

d.",1$%

#

d,%#1$%

#南非索灵%&

Q̂Y

"丙型肝炎病毒$

!̂Y

%"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

ÔY

%$

$2#

%核酸检测试剂盒$

M![)

荧光法%核

酸检测试剂$批号!

X6#%$/$#$%

#

X6#%$+%$%$

#

X6#%$+%,%,

#苏

州华益美%&乙肝补充血清学试验试剂$化学发光法试剂%!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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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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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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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献血者血液标本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L5ON6

%试

剂检测#由不同的人员操作'用不同厂家的试剂做
#

次检测#

#

次检测均为阳性或只要有一种试剂结果呈阳性反应或可疑均

视为
L5ON6

检测不合格*只有
#

次
L5ON6

检测结果均为合

格的标本#才能进行核酸检测*

$*'*/

!

核酸定性检测
!

Q̂YdZ6

最低检测限
1/-

可信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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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Y [Z6

最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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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为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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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Z6)$

最低检测限
1/-

可信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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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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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过程中运用
Q̂Y

"

!̂Y

"

ÔY

$

$2#

%核酸检测试剂盒$

M![)

荧光法%混合检测$

XMh

%方法*

$*'*'

!

混样'拆分单检'核酸鉴别检测
!

分别将
$/%

"

5

血浆

从
&

份标本中取出来#汇集成
$

份
$*#35

的混样标本#应用

Q̂Y

"

!̂Y

"

ÔY

$

$2#

%核酸检测试剂盒$

M![)

荧光法%

XMh

对其
Â3E@=8:)XNN

平台#完成该批标本检测的标准为
&

份标

本组成的汇集池具有非反应性的检测结果*拆分单检组成汇

集池的
&

份标本的标准为汇集池具有反应性的检测结果*拆

分单检的具体操作!单个检测组成汇集池的
&

份标本#将
$*#

35

血浆从每个标本中取出来进行
Z67

检测#位置为
Â3E@)

=8:)XN

平台#进行核酸鉴别检测#以将标本中感染的病毒准确

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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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血清学检测
!

将核酸检测确认为
Q̂YdZ6

阳

性的标本#用四川迈克化学发光法试剂进行
Q̂(6

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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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4

'抗
)̂ Q?

'抗
)̂ Q9

等项目检测#位置为全自动化学发光

仪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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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随访
!

对
L5ON6

检测阴性'

Q̂YdZ6

阳性献血

者进行跟踪随访#采集其血样#然后筛查常规血压#补充
XMh

'

Q̂YdZ6

以及
Q̂Y

的血清学试验*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以(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0

%*%/

#以
O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例无偿献血者
Q̂(6

4

检测结果比较
!

#%%%%

例

无偿献血者中#

Q̂(6

4

L5ON6

检测
$"&

例$

%*&1%-

%为
Q̂)

(6

4

反应性&

$.%%%

例初次献血者中#

$./

例$

$*%,%-

%为
Q̂)

(6

4

反应性&

"%%%

例重复献血者中#

,.

例$

%*+$%-

%为
Q̂(6

4

反应性*初次献血者的
Q̂(6

4

反应性率明显高于重复献血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

!

#%%%%

例无偿献血者
Q̂(6

4

阴性标本
XMh

检测结果

比较
!

Q̂(6

4

'抗
)̂ !Y

'抗
)̂ OY$

"

#

结果阴性
$&%%%

例#其中

$"

例$

%*%1,-

%为
XMh

反应阳性#其中
$#%%%

例初次献血者

中#

1

例$

%*%"/-

%为
XMh

反应阳性&

+%%%

例重复献血者中#

&

例$

%*$..-

%为
XMh

反应阳性*初次献血者和重复献血者的

XMh

反应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

!

$"

例
XMh

反应性标本鉴别结果比较
!

$"

例
XMh

反应

性标本中#

$$

例$

%*%+$-

%为
Q̂Y dZ6

#

Q̂(6

4

'抗
)̂ !Y

'

抗
)̂ OY$

"

#

结果阴性
$&%%%

例*

$#%%%

例初次献血者中#

+

例

$

%*%/$-

%为
Q̂Y dZ6

#

/1"#

例 重 复 献 血 者 中#

/

例

$

%*%&.-

%为
Q̂YdZ6

*初次献血者和重复献血者的
Q̂Y

dZ6

比例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1

!

$$

例
Q̂YdZ6

阳性标本
Q̂Y

.两对半/检测结果比

较
!

$$

例
Q̂YdZ6

阳性标本中#

$%

例做
Q̂Y

补充试验#

Q̂Y

补充血清学试验均为阴性
#

例#单纯抗
)̂ Q(

阳性
$

例#

抗
)̂ Q(

'抗
)̂ Q9

均为阳性的
$

例#抗
)̂ Q9

阳性
"

例#其中单纯

抗
)̂ Q9

阳性
+

例#抗
)̂ Q(

阳性
$

例*

/*2

!

$$

例
L5ON6

阴性'

Q̂YdZ6

阳性献血者随访结果
!

$$

例
L5ON6

阴性'

Q̂YdZ6

阳性献血者中#

&

例在献血后
$*/

!

.*%

个月参与随访#见表
$

*

表
$

!!

&

例
L5ON6

阴性'

Q̂YdZ6

阳性献血者随访结果

序号
XMh

$

!7

%

Q̂(6

4

抗
)̂ Q( Q̂?6

4

抗
)̂ Q?

抗
)̂ Q9

$ .+*# P 2 P 2 2

./*% P 2 P 2 2

# ."*. P 2 P 2 2

./*$ P 2 P 2 2

. ..*$ P P P 2 2

."*% P P P 2 2

, .,*, P P P P 2

."*. P P P P 2

/ ./*" P 2 P 2 2

..*" P 2 P 2 2

+ .,*% P P P 2 2

.,*, P P P 2 2

" ,$*% P P P P 2

.&*$ P P P P 2

& ,%*$ P P P 2 2

./*. P P P 2 2

!!

注!

2

表示阳性&

P

表示阴性

'

!

讨
!!

论

!!

#%

世纪
&%

年代初发现艾滋病可经输血传播以来#血液安

全日益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其中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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