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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不同模式乙肝患者血清中乙肝病毒外膜大蛋白"

U'X#<(

#(

U'X]!:

以及转氨酶情况!比较
U'X#<(

的检出与
U'X]!:

及转氨酶的关系$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9DD

例
U'X

患者血清
U'X#<(

!荧光定量
(3/

法检测

患者
U'X]!: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转氨酶$结果
!

相同乙肝模式患者血清
U'X#<(

与
U'X]!:

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U'2:

?

阳性患者血清中!

U'X#<(

与
U'X ]!: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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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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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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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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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阳性患者的转氨酶水平明显高于
U'X#<(

阴性患者$结论
!

U'X#<(

与
U'X]!:

有较高的符合率!是反映乙肝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情况的可靠指标$而且!

U'X#<(

阳性患者转氨酶较阴性患者高!表明
U'X#<(

同时也反映了乙肝病情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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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U'X

%感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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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临床上主要以肝功能的改善,

U'2:

?

血清转换和
U'X

]!:

阴转作为乙型肝炎$下称乙肝%患者病毒复制与抗病毒疗

效的监测指标#但尚有一定的局限性*

9

+

'有研究发现抗病毒治

疗时#如果
U'X]!:

的拷贝数与
U'2:

?

水平同时下降或阴

转#则疗效和预后较好&如果只有
U'X]!:

下降#

U'2:

?

水

平不变或下降不明显#则停药后病毒反弹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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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对
U'2:

?

阴性慢性乙肝患者缺乏准确反映体内病毒复制

与抗病毒疗效的血清学指标'近几年#

U'X

外膜大蛋白

$

U'X#<(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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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可靠的定量血清免疫学指标#越来

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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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使用
U'X#<(

酶免定量试剂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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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蛋白检测用于临床的意义#针对构象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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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高

亲和力,高特异性的单抗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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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报道如下*

)

+

'

D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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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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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血清标本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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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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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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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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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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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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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D8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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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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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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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的临床诊断标准'所有标本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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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以备用'

DBE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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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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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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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操作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临界值为平均阴

性对照值乘以
*B9

#样本
:

值大于或等于临界值为阳性#反之

为阴性'转氨酶试剂由四川迈克生物有限公司提供#试用速率

法在日立
C-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

行#其结果大于
,-a

"

<

为增高'

DB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统计学软件
=(==99B)

对检测数据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进行
#

* 检验#计量资料进行
<

检验#

以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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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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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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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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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乙肝两对半模式患者血清
U'X#<(

和
U'X]!:

检出情况比较#见表
9

'相同乙肝两对半模式组中#

U'X#<(

的阳性率与
U'X]!:

的阳性率经
#

* 验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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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乙肝两对半模式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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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蛋白的

阳性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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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和阴性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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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

情况比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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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中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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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蛋白的阳性率明显

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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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组#经过验证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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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丙氨酸转氨酶检测结果显示#

U'X#<(

阳性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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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转氨酶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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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8Df*+CB,+

%

a

"

<

#经
<

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B-)

%'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9

年
C

月第
.*

卷第
9-

期
!

>GIW<54;2M

!

WLJ

K

*-99

!

X&JB.*

!

!&B9-



表
9

!!

不同乙肝两对半模式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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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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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阴性组中
U'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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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的检测情况

组别
U'X]!:

阳性$

#

% 阳性率$

Z

%

U'X#<(

阳性$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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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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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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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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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直是临床上用于
U'X

感染的血清检测手段#

传统认为乙肝两对半中
U'2:

?

阳性表明
U'X

复制活跃#传

染性较强*

C

+

'研究显示#在
).

例
U'2:

?

阳性患者中#

U'X#

<(

阳性率$

D*B,)Z

%与
U'X]!:

的阳性率$

D-B)CZ

%一致#

经过
#

* 验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

U'X#<(

与

U'X]!:

的检出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乙肝

患者体内病毒的复制情况'过去临床上认为#乙肝患者出现

U'2:

?

阴转是
U'X

复制转弱,传染性降低和预后良好的象

征'但研究显示#在
9)8

例
U'2:

?

阴性患者中#

U'X]!:

与

U'X#<(

的阳性率分别为
.DB9-Z

和
,*B.9Z

#可能是免疫清

除不全或是
U'X

基因前
3

区变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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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氨酶是判断肝

内炎性反应活动度的可靠指标#临床上通常将血清转氨酶水平

变化作为乙肝患者病情转归的
9

个重要指标'研究显示#

U'X#<(

阳性患者的转氨酶水平明显高于阴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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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U'X#<(

阳性患者较阴性患者肝组织损伤严重#

这与
U'X#<(

阳性代表存在
U'X

复制相符合#表明
U'X#<(

可用于观察临床疗效和估计预后'

目前#

U'X]!:

的检测是
U'X

复制最直接的指标#但

此方法对实验室条件要求严格#不易推广#特别是广大基层医

疗卫生单位还难以开展'乙肝两对半的血清免疫学标志物可

反映乙肝患者的病情和传染性#现已作为常规检查项目开展'

不过#由于其方法灵敏度,特异性的限制以及
U'X

为逃避宿

主的免疫反应常发生变异#导致检测结果失真'而使用酶联免

疫定量法检测
U'X#<(

与
U'X]!:

有良好一致性#是反映

U'X

复制活跃的可靠指标#可以作为
U'X

感染,复制和乙肝

患者诊断,治疗和预后的重要标志物#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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