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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见恶性肿

瘤之一!乙型肝炎病毒"

:.;

$的感染与
!:"

发生有十分密切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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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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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为了进

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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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乙肝病毒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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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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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的关系!本研究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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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和实

验室资料!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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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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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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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受乙肝两对半定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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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肝癌患者
%2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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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修订的1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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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
%%2

例"

(&'**3

$(

C'D

!

试剂和方法
!

"

%

$乙肝两对半定量检测%抽取研究对象静

脉血!应用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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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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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P-

以
KA

7Q

*

6Z

为单位!并对拷贝数进行常用对数转换后以

指数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组间构成比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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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比较拷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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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发生)发展与
:.;

感染高度相关!其整合形式

:.;0P-

的发现更进一步从分子水平上强化了
!:"

与

:.;

的关系&

&

'

(本研究中
!:"

患者
:.;

感染以-小三阳.

为主"

(4')(3

$!与阮秀花等&

)

'报道一致(本研究中
!:"

患者

血清
:.;0P-

阳性率达
(&'**3

(

:.;

感染!特别是慢性

持续性感染!增加了
:.;0P-

整合入肝细胞的可能#

:.;

持续复制可激活某些原癌基因!同时使某些抑癌基因失活或突

变!促进了癌症的发生#

:.;

的
<

蛋白可激活相关启动因子!

促进已被感染的肝细胞发生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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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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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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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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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阳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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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12'(23

"

*%

*

%&%

$!

:.;0P-

载量的常用对数值为"

4'2*j%'(*

$!为低水平复

制!说明
:.B-E

的存在并不表示患者体内没有病毒复制(国

内学者研究发现!

:.;

基因中部分碱基的突变可导致血液中

:.B-

L

呈阴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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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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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阴性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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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

除或复制水平的减低!相反由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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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株的存在!小三

阳患者体内
:.;0P-

是否有活动性复制及其水平如何!仅

凭两对半测定是无法准确判断的!必须进行
:.;0P-

的定

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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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
:.B-

L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

:.;0P-

水平的变化!对了解疾病转归和抗病毒治疗效果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大三阳组
:.; 0P-

载量对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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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小三阳组!表明
:.B-

L

与
:.;0P-

载量高度相

关!是判断
:.;

是否处于复制状态及评价其传染能力高低的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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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为模式
2

的
!:"

患者全部检出
:.;

0P-

!可能是正在发生
:.?-

L

向
:.?-E

转化!或者是患者体

内存在一种新的
:.?-

L

亚型及相应的
:.?-E

&

2$,

'

(

1

例为模

式
1

的
!:"

患者也全部检出
:.;0P-

!提示在病毒感染过

程中!大三阳是感染的起始模式!病毒的清除首先表现为
B

系

统的转换&

%+$%%

'

(

综上所述!肝癌的发生与
:.;

感染高度相关!从
:.;

感

染到
!:"

的过程中!常伴有
B

系统转换!所以在肝癌发生后小

三阳模式最常见!临床上应结合
:.;0P-

和
:.;$/

定量检

测以评价患者体内的病毒复制情况!为治疗方案选择和疗效判

断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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