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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一种主要经血液传播的疾病!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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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

,慢性感染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

极大-

!

.

%

CYJ

病原学检查指标主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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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丙型肝炎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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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丙型肝炎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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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C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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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YJ

感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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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出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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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感染或慢性感染病变活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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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晚于

C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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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从人体免疫应答的角度间接反映了患者现症感染

或既往感染!但不能作为
CYJ

感染早期的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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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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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

BK7

是病毒感染和复制的直接标志!但由于其含量很少!所以

对检测技术要求较高且易产生假阳性和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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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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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与肝功能变化&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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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之间的关系!回顾分析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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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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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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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

果!以期为丙型肝炎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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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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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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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

.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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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肝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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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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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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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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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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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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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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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使用试剂由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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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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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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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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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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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采用
Q9?:7

法检测
C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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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试剂包被抗

原为重组全基因抗原!有效保证了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本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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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2&8

!高于中国一般人群抗
CYJ

阳

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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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胆红素水平升高与肝脏炎性反应有关!可

以反映肝细胞损害的程度%分析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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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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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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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此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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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胆红素水平正常!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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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这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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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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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早期即可出现!而

此时肝损伤并不严重!其次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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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球蛋白&

类风湿因子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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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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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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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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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乙型

肝炎患者体质较弱!机体免疫力差!不能有效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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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体内的复制!是乙型肝炎患者容易发生丙型肝炎!造成双重感

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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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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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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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感染往往加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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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酶!同时往往携带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的耐药基因%由于

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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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基因可由质粒携带!很容易在病原菌间传

递扩散!易导致抗生素耐药菌的广泛传播!使病原菌产生多重

耐药性%

新生儿的免疫功能水平低!极易感染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菌%在合理用药的原则下!对感染不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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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酰胺酶革兰

阴性菌的患者!可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对感染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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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酰胺酶菌的患者可使用抗菌剂与酶抑制剂的复方制剂!或选用

对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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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稳定的抗菌剂!重症患儿可选用亚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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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菌虽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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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病原菌!但其致病性

不容忽视%目前!第三代头孢菌素已作为常用抗菌剂大量使

用!这使其耐药率也快速上升!给临床用药带来很大限制%

病原菌耐药问题已经成为医疗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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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突出问题!合

理选用抗菌剂是临床减少耐药菌株产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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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病

急!进展快!需要及时用药控制病情%本文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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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血培

养阳性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旨在减少临床盲目用药!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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