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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U

核心抗原和
/!U1V*

检测价值研究

孙
!

宏

"四川省绵阳市四四医院感染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慢性丙型肝炎"

!/!

$患者
/!U

核心抗原"

M*

?

$和
/!U1V*

的检测价值%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
!/!

患者!均行血液检测%将采用
/!UM*

?

检测的患者作

为研究组!使用
/!U1V*

检测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
&

组的检验结果%结果
!

研究组患者检出阳性率

"

$)'-$5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将
/!U1V*

作为诊断+金标准,!则
/!UM*

?

特异

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4,'#%5

和
##'(.5

#

/!U1V*

水平增加!

/!UM*

?

阳性率不断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U1V*

水平升高!

/!UM*

?

水平随之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UM*

?

在
!/!

检测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参考依据!促进患者预后改善%

关键词"丙型肝炎#

!

慢性#

!

/!U1V*

#

!

/!U

核心抗原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

$

($6(--#6(,

!!

丙型肝炎病毒$

/!U

&为单股的正链
1V*

病毒#

其传播途径主要为注射'输液'密切接触等#是导致慢

性丙型肝炎$

!/!

&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威胁人们健

康*

%

+

)临床为实现及早'准确治疗#需对
!/!

患者进

行确诊#目前
/!U

感染患者主要经抗
/!U

抗体检

测筛查#常用方法为
/!U1V*

检测*

&

+

)随着医疗技

术水平的发展#检测技术的进步#

/!U

核心抗原

$

M*

?

&检测逐渐应用于临床#该方式具有操作简单#检

测灵敏度较高等优势#为临床诊疗予以有益补充*

,

+

)

本研究为明确
/!UM*

?

与
/!U1V*&

种检验方法

的准确性#选取
%(,

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收治的
%(,

例
!/!

患者#男'女性比例为
#,c$(

%

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文化程

度!中学及以下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采用
/!U

M*

?

检测的患者作为研究组#使用
/!U1V*

检测的

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方案获得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均与,丙型肝炎防

治指南-

*

$

+的诊断标准相符#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

准!肝硬化者#肝细胞癌者#心功能严重不全者)

$''

!

方法
!

&

组患者均采集晨起空腹
,KR

静脉血#

常规离心
-K9:

#离心速度
,(((H

"

K9:

#置于
!

&(e

保存待检#于
%

周内完成检测)

/!U1V*

检测采取

荧光定量检测法#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有限公司提

供)若
/!U 1V*

*

%_%(

,

M8

GJ

"

KR

则为阳性)

/!UM*

?

检测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0R[Y*

&#试剂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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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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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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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南景达制药有限公司提供#将
/!UM*

?%

&'(

+0[̂

"

KR

作为阳性)所有操作步骤均严格依据说明

书进行)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正态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5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检测结果比较
!

研究组患者检出阳性

率为
$)'-$5

$

-(

"

%(,

&#对照组为
-$',#5

$

-#

"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例
/!UM*

?

阳性

患者有
$.

例*

4$'((5

$

$.

"

-(

&+为
/!U 1V*

阳性

者%

-#

例
/!U 1V*

阳性患者有
,.

例*

##'(.5

$

,.

"

-#

&+为
/!UM*

?

阳性者%将
/!U1V*

作为诊

断/金标准0#则
/!UM*

?

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4,'#%5

和
##'(.5

)

/'/

!

/!U1V*

不同水平的
/!UM*

?

阳性率结果

比较
!

/!U1V*

水平增加#

/!UM*

?

阳性率不断

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U1V*

不同水平的
/!UM*

?

阳性率

!!!

结果比较

/!U1V*

类型$

M8

GJ

"

KR

& 例数$

-

&

/!UM*

?

阳性率*

-

$

5

&+

$

%_%(

,

,. .

$

%)'4%

&

%_%(

,

#$

%_%(

$

&) %.

$

#('.%

&

@

%_%(

$

#

%_%(

-

&, %)

$

.)'&#

&

@

%_%(

-

#

%_%(

#

%( 4

$

4('((

&

%

%_%(

#

- -

$

%(('((

&

!!

注!与上一类型水平比较#

@

!

$

('(-

/''

!

/!U1V*

不同水平的
/!UM*

?

结果比较
!

/!U 1V*

$

%_%(

,

M8

GJ

"

KR

时#

/!U M*

?

为

$

('-$]('%(

&

+0[̂

"

KR

%$

%_%(

,

#$

%_%(

$

&

M8

GJ

"

KR

时#

/!UM*

?

为$

,'%-]%'--

&

+0[̂

"

KR

%$

%_

%(

$

#$

%_%(

-

&

M8

GJ

"

KR

时#

/!UM*

?

为$

.'.%]

%'4,

&

+0[̂

"

KR

%$

%_%(

-

#$

%_%(

#

&

M8

GJ

"

KR

时#

/!UM*

?

为$

%('$,]&'4$

&

+0[̂

"

KR

%$

%

%_%(

#

&

M8

GJ

"

KR

时#

/!UM*

?

为$

%&'.4]%'4#

&

+0[̂

"

KR

)

/!U1V*

水平升高#

/!UM*

?

水平也随之增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

目前#实验室诊断
/!U

主要是利用
/!U1V*

及
/!U

抗体检测予以判定#而
/!U

抗体建成具有

/窗口期0长的缺点*

-6#

+

)有研究报道#抗
6/!U

检测最

早可在感染之后
%-E

检出#最晚将于第
)(

天#因此单

独检测
/!U

抗体有漏检情况*

.

+

)且各厂家生产试剂

之间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均存在差异#造成实验结果不

一致%由于抗体出现后将长期存在#无法区分既往感

染与现症感染的情况#所以临床需依据
/!U1V*

的

检验*

)64

+

)随着实验室诊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U

M*

?

检测法的逐步推广#并应用于
!/!

临床诊断中)

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检出阳性率$

$)'-$5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将

/!U1V*

作为诊断/金标准0#则
/!UM*

?

特异度

和灵敏度分别为
4,'#%5

和
##'(.5

%

/!U1V*

水

平增加#

/!UM*

?

阳性率不断提高$

!

$

('(-

&%

/!U

1V*

水平升高#

/!UM*

?

水平随之增加$

!

$

('(-

&%

与陈继梅等*

%(

+研究基本一致#提示
/!UM*

?

检测与

/!U1V*

检测均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可为
!/!

临

床诊疗提供准确参考依据)

/!U1V*

作为丙型肝

炎患者临床诊断的金标准#其具备灵敏'早期'特异等

优势#但该检测技术对设备要求较高#且
/!U1V*

的前处理过程复杂性较高#易出现
/!U1V*

污染'

活灭等现象#造成结果错误*

%%6%&

+

)此外#

!/!

患者在

感染
/!U

后#其病毒血症具有间隙性'一过性'持续

性等模式#

/!U

病毒可于体内潜伏一定时间后再复

制#导致
/!U1V*

检测时出现间隙性的阴'阳性交

替出现*

%,6%-

+

)

!/!

患者病程中若出现病毒复制无法

检出#则不能确定病毒已完全被清除*

%&

+

)因此#

/!U

1V*

检测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

/!UM*

?

的临床应用为
/!U

诊疗予以更多途

径#因其属于抗原检测#因此该检测/窗口期0短*

%#

+

)

李娅等*

%.

+研究报道#

!/!

患者外周血中可于
/!U

1V*

出现
%

#

&E

检测出
/!UM*

?

#且
/!UM*

?

与

外周血中
/!U1V*

水平相关性良好#

/!U1V*

与

/!UM*

?

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因此
/!UM*

?

可作为

/!U

复制的标志物)本研究结果显示#

/!U1V*

$

%_%(

,

'

%_%(

,

#$

%_%(

$

'

%_%(

$

#$

%_%(

-

'

%_

%(

-

#$

%_%(

#

'

%

%_%(

#

M8

GJ

"

KR

时#

/!UM*

?

检

出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4%5

'

#('.%5

'

.)'&#5

'

4('((5

'

%(('((5

#提示
/!UM*

?

阳性率随
/!U

1V*

水平增加而提高)此外#

!/!

患者采取
/!U

M*

?

检测具有较高的特异度#

/!UM*

?

检测操作较

为简单#无需昂贵仪器或严格准入制度#适用于基层

医院#能作为病毒复制的标志物#从而为临床提供实

验室数据*

%.6%)

+

)该方法有助于促进临床针对性治疗#

改善患者预后#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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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甲状腺激素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生存状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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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王学忠!徐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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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甲状腺激素对无原发性甲状腺疾病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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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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