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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阳性的情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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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肝患者血清分别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5ZY9-

%和电化学发光免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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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Y-

%进行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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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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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水平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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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为阴性!

5"ZY-

检测则为阳性!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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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双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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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检测为阴性!

5"ZY-

法

检测则为阳性!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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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Y-

在
:.;?

和
:.;B

系统检测中比
5ZY9-

具有更高的灵

敏度!可以更灵敏地识别早期
:.;

亚型的感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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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

的早期转变$而对于
:.;B

系统的血清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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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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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地发挥病程监测和疗效观察的作用&

关键词"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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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发光免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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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以往传统意义上少见或罕见的乙

型肝炎"乙肝$五项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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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阳性有不低的检出率(为

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临床!为临床提供有效的检测数据!笔者

分别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5ZY9-

$和电化学发光免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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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在检测
:.;?

系统"

:.?-

L

*

:.?-E

$和
:.;B

系统

"

:.B-

L

*

:.B-E

$双阳性时的检出结果(

C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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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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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分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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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医学会西安会议修订的1病毒性肝炎

防治方案2诊断标准!其中急性乙型肝炎
4&

例!慢性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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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硬化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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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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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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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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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仪器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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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Y9-

试剂由厦门新创有限公司提

供!按照说明书操作!由
/h)

酶标仪读取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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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结果!为定性试验(

5"ZY-

检测使用罗氏公司

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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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Y9-

是较早应用于乙肝血清标志物检测的技术之一!

因其操作方便)价格低廉!是目前筛检)诊断乙型肝炎的常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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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在应用
5ZY9-

检测乙肝五项时!以往一些少

见或罕见的模式所占比例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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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阳性的报道已经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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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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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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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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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亚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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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亚型间的重叠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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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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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变株可逃避

未变异株所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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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和作用!导致体内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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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或是某个碱基的改变引起亚型改变!进而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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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存!此时
:.?-E

的出现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治疗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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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恢复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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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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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逐渐下降而
:.?-E

含量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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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灵敏度

的提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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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性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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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过程!此时可能病毒仍在复制中!只

是复制的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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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5ZY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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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系统和
:.;B

系统结果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乙肝血清标志物检测的

广泛应用!临床发现单纯应用
5ZY9-

已不能有效检出某些特

殊模式!而
5"ZY-

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等优点!并可弥补

5ZY9-

只能定性检测的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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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ZY-

检测下限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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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或超过放射免疫分析"

#Y-

$水平!即使
5ZY9-

检测为弱阳性!甚至漏检!

5"ZY-

仍能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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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后续对
5ZY9-

与
5"ZY-

检测
:.;?

系统结果不

符的
%4

例患者进行了为期
(

个月的跟踪检测!发现有
,

例患

者
:.?-

L

)

:.?-E

持续同时阳性!但病情并未好转!可能与乙

肝病毒发生变异或出现亚型有关&

%+

'

(当病毒出现亚型)发生

变异或患者体内出现抗原向抗体转变等情况时!

:.?-

L

和

:.?-E

的浓度可能均较低!此时
5"ZY-

比
5ZY9-

能更灵敏

地检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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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检测有
&1

例患者结果不符!可能是

因为
5ZY9-

在检测
:.B-E

时易受试剂)检测环境及操作等因

素的影响&

&

'

!当血清
:.B-E

浓度较低时!难以正确判断阴阳

性结果!从而出现检测结果差异&

%&

'

#后续对其中
&&

例接受抗

病毒治疗的患者用
5"ZY-

进行
(

个月的跟踪检测!发现这些

患者
:.B-

L

和*或
:.B-E

呈现较低浓度!其中有
%(

例患者

完成了
:.B-

L

向
:.B-E

的血清转换!此时两者均呈低浓度(

本研究证实!

5"ZY-

比
5ZY9-

更能动态地监测
:.;B

系统的

血清转换!能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和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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