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学指标综合评价

周玉宝!刘
!

芳!武
!

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一医院检验科!西安
*%++14

%

!!

摘
!

要"目的
!

全面检测慢性乙型肝炎"乙肝%患者各项血清学指标!以期筛选出更经济#实用的随访指标&方法
!

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检测
&(+

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病毒标志物"

:.;$/

%#前
9%

抗原"

!HB9%$-

L

%!用荧光定量
$

聚合酶联反应方法检测

:.;0P-

含量!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指标&结果
!

慢性乙肝患者血清
!HB9%$-

L

与
:.;0P-

拷贝数具有良好的正

相关性$

:.B-

L

阴性组
!HB9%$-

L

阳性率为
14'*3

!

:.;0P-

阳性率为
1('+3

$慢性乙肝患者肝功能指标中的
-Z8

#

-98

#

8!

#

-

(

g

#

gg8

阳性率较其他指标高!其中
-Z8

阳性率最高"

123

%!

-98

次之"

4&3

%&结论
!

!HB9%$-

L

与
:.;0P-

符合率较高!

比
:.B-

L

更能反应病毒复制情况!

-Z8

#

-98

是较灵敏的肝功能指标&慢性乙肝患者可以
!HB9%$-

L

#

-Z8

及
-98

作为长期随

访指标&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

!

肝功能试验$

!

乙型肝炎病毒前
9%

抗原

!"#

'

%+'),(,

(

=

'>??@'%(*)$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4%)+

"

&+%%

%

+&$+%(1$+&

$%&$).7-R(./87./)4)*L&<,8#4?/57.)</417./&4.(B/.%2%<)4/5V/<7-N&

0

.7././($

A0

&J

D()1!1B")

!

*'1Q"#

$

!

C1!'

"

U(&;)-41%@)/

7

'0"9)

2

%*A

!

F'?"#<("#N'*%++14

!

=('#"

$

:;(.<75.

%

";

=

&5./>&

!

Y@AHIBHCA?BFBKCBKA@A6>KDFD@IMDFODEFBJAFFAN$O

7

>@I>KDCAH

!

DFF?BHO6>@I>KDCAHAJ

7

DC>B@C?N>CGKGHA@>K

:.;NBHBIBCBKCBI'+&.%)?(

!

8GB:.;6DHRBH?

!

!HB9%$-

L

NBHBIBCBKCBIE

Q

5ZY9->@&(+

7

DC>B@C?N>CG:.;'8GBFBMBFAJ:.;

0P-NBHBIBCBKCBIE

Q

JFOAHB?KB@KB

X

OD@C>CDC>MB!"#'8GBFBMBFAJF>MBHJO@KC>A@NBHBAECD>@BIE

Q

D@DOCA6DCBIE>AKGB6>?CH

Q

D@DF

Q

$

SBH'3&(,-.(

!

PA?>

L

@>J>KD@CI>JJBHB@KBND?JAO@IEBCNBB@CGBIBCBKCDEFBHDCB?AJ:.;0P-D@I!HB9%$-

L

>@

7

DC>B@C?N>CGKGHA@>K

GB

7

CDC>C>?.M>HO?8GB

7

A?>C>MBHDCBAJ!HB9%$-

L

D@I:.;0P- NBHB14'*3 D@I1('+3>@:.B-

L

$@D

L

DC>MB

L

HAO

7

'9>

L

@>J>KD@C

I>JJBHB@KBND?JAO@IEBCNBB@CGBIBCBKCDEFBHDCB?AJ-Z8

!

-98

!

8!

!

-

*

g

!

gg8>@

7

DC>B@CN>CG:.;D@ICGBIBCBKCDEFBHDCB?AJ

-Z.

!

g

!

8.YZ

!

0.YZ

!

-Z!'8GB

7

A?>C>MBHDCBAJ-Z8D@I-98NBHB123D@I4&3HB?

7

BKC>MBF

Q

'2)45-,(/)4

!

:.;!HB9%$-

L

KFA?B$

F

Q

KAHHBFDCB?N>CG:.;0P-'-Z8D@I-98DHBCGB6A?C?B@?>C>MBF>MBHJO@KC>A@6DHRBH?'CGB

7

DC>B@C?N>CGKGHA@>KGB

7

CDC>C>?.M>$

HO?KD@?BFBKC!HB9%$-

L

!

-Z8D@I-98D?CGBFA@

L

JAFFAN$O

7

>@I>KDCAH'

@&

A

B)<?(

%

GB

7

CDC>C>?.M>HO?

#

!

F>MBHJO@KC>A@CB?C?

#

!

:.;!HB9%$-

L

!!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是最常见感染性疾病之一&

%

'

(乙

肝相关血清学指标种类较多!全面检测费用昂贵!且
!"#

技术

检测
:.;0P-

需要高级的实验设备!基层单位不易开展(

本研究对
&(+

例慢性乙肝患者的血清病毒标志物"乙肝五项!

:.;$/

$)

!HB9%$-

L

)

:.;0P-

和肝功能"共十项$进行全面

检测!以期筛选出更经济)实用的随访指标(

C

!

资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

份慢性乙肝患者血清标本采自本院传染

科门诊及住院患者!诊断符合
%,,1

年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会议修订标准(

C'D

!

试剂与仪器
!

:.;$/

和
!HB9%$-

L

检测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

5ZY9-

$!试剂分别由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阿尔法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0P-

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

法!试剂由深圳匹基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仪器为
#AKGB

公司
Z>

L

GC"

Q

KFBH

荧光定量
!"#

仪(肝功能用雅培
"2+++

生化

分析仪测定!试剂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C'E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9!99%+'+

软件进行率的显著性检验

和相关性分析(

D

!

结
!!

果

D'C

!

不同
:.;$/

血清学模式组
!HB9%$-

L

和
:.;0P-

阳

性率的比较见表
%

(

&(+

例慢性乙肝患者
!HB9%$-

L

阳性
%*2

例"

(2'13

$#

:.;0P-

阳性
%24

例"

*+'23

$!两者间呈正相

关"

4̂ +'2(

!

%

&

+'+1

$(

D'D

!

血清
:.B-

L

与
!HB9%$-

L

及
:.;0P-

的相关性见表
&

(

表
%

!!

&(+

例血清
:.;$/

与
!HB9%$-

L

及
:.;0P-

检测结果比较

模式
:.;$/ #

!HB9%$-

L

阳性数"

#

$ 阳性率"

3

$

:.;0P-

阳性数"

#

$ 阳性率"

3

$

% :.?-

L

阳性
c:.B-

L

阳性
c:.K-E

阳性
,4 2% 2('& 21 ,+'4

& :.?-

L

阳性
c:.B-E

阳性
c:.K-E

阳性
%&) (( 1)'* *% 1*'*

) :.?-

L

阳性
c:.K-E

阳性
&1 %4 1('+ %% 44'+

4 :.?-

L

阳性
c:.B-

L

阳性
%( %1 ,)'2 1 ,)'2

1 :.?-

L

阳性
& & %++'+ & %++'+

!!

注%

:.;0P-

阳性为结果为
:.;0P-

'

%+

)

KA

7Q

*

6Z

(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Y@C\ZDE/BI

!

VBEHODH

Q

&+%%

!

;AF')&

!

PA'&



表
&

!!

:.B-

L

和
!HB9%$-

L

&

:.;0P-

的相关性

组别
#

!HB9%$-

L

阳性数"

#

$ 阳性率"

3

$

:.;0P-

阳性数"

#

$ 阳性率"

3

$

:.B-

L

阳性
%%+ ,( 2*') %++ ,+',

:.B-

L

阴性
%1+ 2&

14'*

"

24

1('+

"

!!

注%与
:.B-

L

"

c

$组比较!

"

%

'

+'+1

(

D'E

!

慢性乙肝患者肝功能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

(

-Z8

)

-98

)

8!

)

-

*

g

)

gg8

阳性率较其他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Z8

阳性率最高"

123

$!

-98

次之"

4&3

$(

表
)

!!

肝功能指标阳性数及阳性率

项目 阳性数"

#

$ 阳性率"

3

$

丙氨酸转氨酶"

-Z8

$

%1% 12

天冬氨酸转氨酶"

-98

$

%+, 4&

总蛋白"

8!

$

1* &&

/

$

谷氨酰转移酶"

gg8

$

1* &&

清*球蛋白比值"

-

*

g

$

1& &+

总胆红素"

8.YZ

$

&, %%

直接胆红素"

0.YZ

$

&, %%

清蛋白"

-Z.

$

%2 *

球蛋白"

g

$

%2 *

碱性磷酸酶"

-Z!

$

%2 *

!!

注%各指标阳性诊断标准分别为
8!

'

2+

L

*

Z

!

-Z.

'

11

L

*

Z

!

g

'

)1

L

*

Z

!

-

*

g

&

%'1

!

8.YZ

'

&+

#

6AF

*

Z

!

0.YZ

'

('2

#

6AF

*

Z

!

-Z8

'

4+

b

*

Z

!

-98

'

4&b

*

Z

!

gg8

'

1+b

*

Z

!

-Z!

'

%1+b

*

Z

(

E

!

讨
!!

论

!HB9%$-

L

为
:.;)

种包膜蛋白之一!已被证实与
:.;

传染性相关&

&$)

'

(本研究结果"表
%

$也表明在各个血清学模式

组!

!HB9%$-

L

与
:.;0P-

的阳性率均较高!且两者间有较好

的正相关关系(

:.B-

L

曾被认为是反映病毒复制的灵敏指标&

4$(

'

!但有研

究证实
:.;

感染宿主后为逃避免疫应答而发生前
"

区与
"

区基因的突变!使
:.B-

L

分泌减少&

*

'

(因此!

:.B-

L

阴性并

不意味着
:.;

被清除或复制水平的降低&

2$,

'

(本研究中

:.B-

L

阴性组
!HB9%$-

L

和
:.;0P-

阳性率分别为
14'*3

和
1('+3

!说明
!HB9%$-

L

比
:.B-

L

能更准确)灵敏反映

:.;

的感染及复制!且与金标准
:.;0P-

有较高的符合

率!与相关研究一致&

%+

'

(

长期)全面检测肝功能指标将给慢性乙肝患者造成一定的

经济负担!而血清
-98

和
-Z8

被认为是反映肝细胞损伤的敏

感指标&

%%$%&

'

(本研究也显示
-Z8

)

-98

在常用肝功能指标中

阳性率最高!因此可作为肝功能随访指标单独检测(

综上所述!

!HB9%$-

L

与
:.;0P-

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符

合率!能准确)灵敏地反映病毒复制情况!且易于推广应用#

-Z8

)

-98

是灵敏且具有足够代表性的肝功能指标(因此!建

议慢性乙肝患者选择
!HB9%$-

L

)

-Z8

及
-98

作为长期随访

指标(

参考文献

&

%

' 吴?!沈佐君
'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的中国国内研究进展&

\

'

'

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

&

&

' 王广兰!郑素纳!张伟芳!等
':.;

前
9%

抗原与
:.;

五项血清标

志物的分析及意义&

\

'

'

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

&++1

!

)

"

)

$%

&41$

&4(

&

)

' 王成红!赵善娜!李芳!等
':.;!HB$9%

与
0P-

及其他血清学标

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

'

'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

&&

"

2

$%

*%,$*&%'

&

4

' 郭卉!董瑶佳!刘晓峰!等
'

乙肝血清学标志物与
:.;$0P-

含量

关系的分析&

\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2

"

4

$%

4%*$4%2'

&

1

' 王桂琦!郭立峰!崔专义!等
'

前
9&

抗原与
:.;$0P-

及
:.;

血

清标志物的关系分析&

\

'

'

临床肝胆病杂志!

&+%+

!

&(

"

1

$%

1+)$1+4'

&

(

' 王慧玲
'

病毒前
9%

抗原与
:.B-

L

及
:.;$0P-

之间的相关分析

&

\

'

'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4

"

1

$%

1*2$12+'

&

*

'

VO@h /Z

!

#A?B@EBH

L

0/

!

ZAR-9'aAHFI$N>IBB

7

>IB6>AFA

Q

AJ

:EB-

L

$@B

L

DC>MBKGHA@>KGB

7

DC>C>?.D@ID??AK>DCBI

7

HBKAHBD@I

KAHB

7

HA6ACBHMDH>D@C?

&

\

'

';>HDF:B

7

DC

!

&++&

!

,

"

%

$%

1&$(%'

&

2

' 刁仁联
'

乙肝病毒外膜大蛋白含量与
:.;$0P-

载量的相关性

&

\

'

'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

!

&+

"

1

$%

),2$4++'

&

,

' 陈恺杰
'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

'

'

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12$((+'

&

%+

'韩昌洪!陈瑶
':.;!HB9%

蛋白及
:.;0P-

含量检测在诊断乙

型肝炎病毒复制中的临床意义&

\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

!

%1

"

,

$%

%+1&$%+14'

&

%%

'刘敏!李娜!张云!等
'

乙型病毒性肝炎不同血清学模式前
9%

抗

原)乙型肝炎病毒
$0P-

和肝功能指标的关系&

\

'

'

海军总医院学

报!

&+%+

!

&)

"

%

$%

%($%,'

&

%&

'陈述文!蒲荣!郑文振!等
':.;$/

与
:.;$0P-

结果差异研究

&

\

'

'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

!

)

"

4

$%

4($4*'

"收稿日期%

&+%+$+1$+)

$

"上接第
%(4

页$

&

(

' 彭易清!谢华良!聂伟明!等
'

长期危险饮酒对脂代谢及空腹血糖

受损和糖耐量低减的影响&

\

'

'

广东医学!

&+%+

!

)%

"

%2

$%

&4+2$

&4%+'

&

*

' 桂明辉!洪洁!吕安康!等
'&

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的临床及冠状动

脉造影特点&

\

'

'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

!

&)

"

&

$%

%&&$%&1'

&

2

' 祝之明
'

代谢综合征%一种肥胖相关的代谢性心血管综合征&

\

'

'

中

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

!

&)

"

4

$%

&,%$&,)'

&

,

'

!A>H>BH!

!

g>FB?80

!

.HD

Q

g-

!

BCD%'_EB?>C

Q

D@IKDHI>AMD?KOFDH

I>?BD?B

%

7

DCGA

7

G

Q

?>AFA

LQ

!

BMDFODC>A@

!

D@IBJJBKCAJNB>

L

GCFA??

%

D@

O

7

IDCBAJCGB%,,*-6BH>KD@:BDHC-??AK>DC>A@9K>B@C>J>K9CDCB$

6B@CA@_EB?>C

Q

D@I:BDHC0>?BD?BJHA6CGB_EB?>C

Q

"A66>CCBB

AJCGB"AO@K>FA@POCH>C>A@

!

!G

Q

?>KDF-KC>M>C

Q

!

D@I /BCDEAF>?6'

&

\

'

'">HKOFDC>A@

!

&++(

!

%%)

"

(

$%

2,2$,%2'

"收稿日期%

&+%+$+1$%%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Y@C\ZDE/BI

!

VBEHODH

Q

&+%%

!

;AF')&

!

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