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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
WNR-L/

与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WNR0Q

$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

将
(&&

例血清标本采

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ah0T2X

$检测
WNR-L/

!并同时采用
,PJS/

法检测
WNR0Q

!按照不同的
WNR0Q

模式分组进行

分析%结果
!

!*!

例
WN?/

F

阳性标本中
WNR-L/

阳性率为
!&&#&3

!与
WN?/

F

阴性标本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WN7/

F

阳性标本和
WN7/

F

阴性标本比较!

WNR-L/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WNR-L/

检测

在各种模式的
WNR0Q

阳性血清中检出率相差较大!

WN?/

F

和
WN7/

F

阳性者
WNR-L/

阳性率较高%说明仅仅依靠
WNR0Q

进行早期诊断以及判断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是不够的!同时检测
WNR-L/

和
WNR0Q

有助于乙型肝炎的早期诊断&疗效观察和

预后判断%

关键词"肝炎!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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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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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R

&标志物

的技术手段较多#其中最常采用
,PJS/

法检测乙型肝炎血清

学标志物$

WNR0Q

&#它具有快速*价廉*简便的特点#可用于乙

型肝炎的大批量筛查#但此方法只能定性分析#常导致临床诊

断困难)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9@?7;?8;?

_

<E8B6BEB6K?

T2X

#

ah0T2X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可用于监测血清

中乙型肝炎病毒核酸$

WNR-L/

&的复制情况#能区别诊断乙

型肝炎的早期感染*现症感染*恢复期感染#也能对
WNR

的突

变株进行诊断'

!0"

(

)不同的
WNR0Q

模式提示不同的临床意

义#

WNR-L/

是判定
WNR

感染者病毒是否复制和当前有无

传染性的主要指标#了解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间的关系

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很有价值'

*

(

)本研究采用
ah0T2X

法对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标本进行了
WNR-L/

定量检测#同

时进行
WNR0Q

检测#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例标本均为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和住院乙型肝炎患者的空腹血清#及时分离检验)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4#!U

%#'

&岁%均经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排除甲*丙*丁*戊*庚型肝炎的

重叠感染)

?#@

!

方法

?#@#?

!

WNR0-L/

定量检测
!

采用
ah0T2X

法#实时*动态检

测病毒载量)使用广州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的
-//L+'&&

型荧光定量
T2X

检测仪及配套试剂)检测范

围为
$b!&

"

!

$

b!&

%

;9

IA

"

DP

#操作人员为持有卫生部
T2X

实

验室上岗证的专业人员#实验室是通过卫生部
T2X

实验室认

证的基因诊断实验室)采用碱裂解法提取血清
WNR-L/

#加

入到已配制好的
T2X

反应管中#将已加样的各反应管放入仪

器反应槽内#按对应顺序设置标本*阴性对照*阳性对照*空白

对照以及各梯度定量标准品)

?#@#@

!

WNR0Q

检测
!

,PJS/

法测定
WNR0Q

#试剂购自北京

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用

-ZL,[

$

QX[

&酶标仪读取和记录结果)

?#@#A

!

质量控制
!

ah0T2X

法每次设阴性*阳性*空白对照#

定量标准品放置
!&

(

!

!&

+

(

个浓度级)室内质控采用购自卫

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
WNR-L/

标准品)

,PJS/

法每次设阴

性*阳性*空白对照#室内质控购自云南省临床检验中心)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进行组间
WNR-L/

阳性率

显著性检验#采用两样本均数的
;

检验比较病毒拷贝数#阴性

结果不纳入平均值的统计)

@

!

结
!!

果

(&&

例标本的
WNR0Q

模式和
WNR-L/ah0T2X

检测

结果见表
!

)血清学模式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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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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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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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WNR-L/

阳

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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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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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第
*

!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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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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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二者
WNR-L/

的平均含量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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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标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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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WN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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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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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
WNR-L/

的平均含量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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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WNR0Q

模式和
WNR-L/ah0T2X

检测结果

组别
WNR0Q

模式
#

WNR-L/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3

&

平均病毒含量

$

;9

IA

"

DP

&

! VdVd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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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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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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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R0Q

定性检测是目前诊断乙型肝炎最常用的指标#主

要反映人体对
WNR

的免疫反应状态'

(0$

(

#由于
WNR

的表达和

机体免疫反应的强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反映患者体内病

毒复制情况时只提供定性报告的信息有一定局限性)随着分

子生物技术的发展#病毒感染的临床诊断技术已从定性检测发

展到定量检测定量
T2X

技术检测
WNR-L/

的灵敏度和特异

性不断提高#能更直接*准确地反映患者体内
WNR

的复制水

平#可认为
T2X

法定量检测
WNR-L/

是诊断病毒是否复制

的金标准'

'

(

#且在研究病毒感染量与临床病情的关系*评价和

监测抗病毒药物疗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文
WN7/

F

阳性的
*$$

例感染者中#

WNR-L/

总阳性

率为
+&#(3

#由此可见
WN7/

F

依然是诊断
WNR

感染最灵敏*

最常用的血清学标志物'

*

(

)

WN?/

F

阳性的
!*!

例
WNR

感染

者中#

WNR-L/

阳性率为
!&&#&3

#平均
WNR-L/

拷贝大

于
!&

+

;9

IA

"

DP

#说明
WN?/

F

与
WNR-L/

具有非常高的相

关性#是判断
WNR

复制的良好指标#但随着
WN?/

F

"

WN?/G

的阳性转换#并不是所有的感染者
WNR-L/

都随着转阴#相

当一部分
WN?/G

阳性的所谓小三阳患者
WNR-L/

持续阳

性#其病毒复制的原因可能是
WNR

前
2

区基因变异#该变异

有助于
WNR

逃避免疫攻击而形成慢性感染状态'

+

(

%

WN7/

F

阳性而
WN?/

F

"

WN?/G

阴性的
WNR

感染者中#

WNR-L/

阳

性却不表达
WN?/

F

的原因可能是
WNR

前
2

信号肽裂解位点

变异后可能影响
WN?/

F

的翻译后加工#导致大量的
WN?/

F

前体在细胞中蓄积#这可能导致
WNR

感染者血清
WN?/

F

阴

性#并改变病毒致病力'

%

(

)第
'

组和第
+

组
"

种模式表明曾感

染过
WNR

#现处于恢复期#

WNR

的复制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

无传染性)但
"

组中都有
!&#&3

的
WNR-L/

阳性#表明仍

有少数患者
WNR

呈低水平复制*肝细胞内仍有
WNR

增殖#仍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潜在传染性#在机体抵抗

力低时#有复发的可能)在第
$

组只有
WN7/

F

阳性的
%

例患

者中有
*

例
WNR -L/

阳性#检出率为
*+#$3

#这可能是

WNR

活跃的早期#血清中其他标志物还没有出现#因此也有传

染的可能性)有学者证明#

WNR0Q

各种表现形式均可能存在

不同程度的
WNR

复制#但因时间短#有些表现形式$如第
%

!

!"

组&可能由于样本数量较小或检测方法*检测试剂的差异等

原因#从而导致这些表现模式的检出率低'

4

(

)

综上所述#大部分乙型肝炎患者定量
T2X

检测
WNR

-L/

的结果与
WNR0Q

检测结果一致#但由于受到
WNR

基因

包括
S

区*前
2

区等发生变异的影响#可引起
WNR

呈低水平

复制#血清中
WN7/

F

未能被检出或
WN7/G

不能有效清除血

清中
WNR

#血清中
WNR-L/

载量处于很低水平等#造成少数

患者
"

种检测结果的不一致'

!&0!!

(

)

WNR

感染人体后#

WNR

-L/

定量测定是反映机体病毒复制状况的最敏感*特异的指

标#而
WNR0Q

则反映病毒感染后引起机体免疫应答的状况及

转归过程'

!"

(

)本组结果表明#定量
T2X

检测
WNR-L/

在判

断体内
WNR

是否复制*复制的程度*

WNR

是否被清除#以及

对
WNR0Q

阴性肝炎患者的诊断等方面#均优于
WNR0Q

的检

测#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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