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途径'

$

(

)

本研究对数种常见病原性细菌的药敏试验结果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埃希菌属*克雷伯菌属及其它肠杆菌属对亚胺

培南的敏感率均达
"))+),

#可能与亚胺培南具有以下特点有

关!能够结合革兰阴性菌的青霉素结合蛋白
"

$

A

61/>/99/12B/1(2

/1

@A

?5;6/1

#

ULU"

%和
ULU&

#引起细菌细胞的肿胀更利于溶解&

对革兰阴性菌的外膜有良好的穿透作用#对几乎所有的由质粒

染色体介导的
(

2

内酰胺酶稳定'

-

(

)亚胺培南具有抗菌活性强

和作用速度快的特点#但易导致二重感染)随着亚胺培南的广

泛应用#出现耐亚胺培南的危险性是存在的#故不能将其作为

首选药物)肠球菌对同属糖肽类抗菌剂的替考拉宁和万古霉

素的敏感率相对高'

'

(

)糖肽类抗菌剂能与一个或多个肽聚糖

合成的中间产物
2̂

丙氨酰
2̂

丙氨酰末端形成复合物#从而阻

断肽聚糖合成中的转糖基*转肽基酶及
2̂̂

羧肽酶的作用#从

而阻止了细胞壁的合成)虽然糖肽类抗菌剂抗菌作用强#但具

有肾毒性#因此应避免将其作为首选用药'

*

(

)由于肠球菌可发

生基因突变#引起获得性耐药及天然耐药#所以临床实验室应

及时检测耐药菌株#以指导临床医生有效使用抗菌剂)本研究

中假单胞菌属所占比例较低#但由于该菌为临床常见条件致病

菌#对多种抗菌剂耐药#且在治疗过程中易通过染色特突变发

生耐药#所以也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致病菌不仅可通过在尿道和膀胱黏膜定植和引起炎性反

应而导致尿路感染#还可发生逆行性感染#引起肾盂肾炎*前列

腺炎'

#2%

(

*精囊炎等#也可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菌血症)因此提高

检测技术和完善检验设备#尽快获得并向临床医生反馈细菌鉴

定*药敏试验结果#缩短治疗时间#提供合理的抗菌剂选择方

案'

")

(

#避免院内感染和耐药性的发生是微生物检验工作者的

任务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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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的临床意义

柳
!

黎

"江苏省苏州市木渎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酶联免疫吸附法"

NGKO3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RLY

#外膜大蛋白"

RLY2GU

#的临床意义%方法
!

随机选

择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标本!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RLY Q̂3

含量!采用
NGKO3

检测
RLY2GU

和
RLY

血清免

疫学标志物"

RLY2D

#模式%结果
!

RLY2GU

与
RLY Q̂3

的阳性率在相同
RLY2D

模式血清标本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不同
RLY2D

模式血清标本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NGKO3

检测血清
RLY2GU

光密度值与血清
RLY Q̂3

含

量呈正相关"

9k)+#%

!

!

$

)+)!

#&不同
RLY Q̂3

含量标本间!

RLY2GU

阳性率及光密度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NGKO3

法检测血清
RLY2GU

光密度值与
RLY Q̂3

含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血清
RLY2GU

可作为判断
RLY

复制水平的

指标%

关键词"肝炎!乙型&

!

乙肝病毒外膜大蛋白&

!

乙肝病毒标志物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2-"$)

"

&)""

#

"&2"$-$2)&

!!

乙型肝炎病毒$

<6

A

8;/;/0L7/?:0

#

RLY

%感染在中国为高发

性疾病'

"

(

)

RLY

中的
O

基因编码的
RLY

外膜蛋白包括主蛋

白*中蛋白和大蛋白)

RLY

外膜大蛋白$

RLY98?

@

6617695

A

6

A

?5;6/1

#

RLY2GU

%由
RLY

表面抗原$

RLY0:?=8>681;/

@

61

#

RL03

@

%*前
O&

$

U?62O&

%蛋白和前
O"

$

U?62O"

%蛋白'

&

(

#而前
O

区$

U?62O

%蛋白与
RLY

感染*复制和乙型肝炎$乙肝%发病密切

相关'

$2!

(

)

RLY2GU

属构象蛋白#笔者利用具有构象型前
O

$

U?62O

%区高亲和力和高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对
"$&

例乙肝

患者血清标本中的
RLY2GU

进行了检测#相关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选择本院
&)")

年
-

!

#

月乙肝患者血清

标本
"$&

例#分别采集自
"$&

例符合0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1中

乙肝病原学诊断标准'

'

(

)

@+A

!

试剂
!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9:5?60>61;

F

:81;/;8;/51

A

59

C

E6?806><8/1?68>;/51

#

Tj2UMS

%

RLY

核酸检测试剂盒$杭

州艾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酶联免疫吸附法$

61P

C

E69/1]6(

/EE:1505?B61;8008

C

#

NGKO3

%

RLY2GU

检测试剂盒$北京热景

生物技术公司%和
NGKO3 RLY

血清标志物$

RLY06?595

@

/>89

E8?]6?

#

RLY2D

%检测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B

!

方法
!

上述指标的检测均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C

!

统计学处理
!

率的比较采用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的比

较采用
6

检验#数据间相关系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

!

$

)+)!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1;IG8BD6(

!

3:

@

:0;&)""

!

Y59+$&

!

Q5+"&



A

!

结
!!

果

A+@

!

标本
RLY2D

模式与
RLY Q̂3

*

RLY2GU

检测结果分

析
!

具有相同
RLY2D

模式的标本#其
RLY Q̂3

与
RLY2GU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RL63

@

阳性标本
RLY

Q̂3

和
RLY2GU

阳性率高于阴性标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表
"

!!

不同
RLY2D

模式标本
RLY Q̂3

与
RLY2GU

!!!

检测结果比较&

$

$

,

%'

RLY2D

模式
$ RLY2GU RLY Q̂3

RL03

@

阳性
ZRL63

@

阳性
ZRL>3B

阳性
-! -$

$

%!+'

%

"-

-&

$

%$+$

%

"

RL03

@

阳性
ZRL63B

阳性
ZRL>3B

阳性
-" &*

$

'!+%

%

-

&!

$

'"+)

%

RL03

@

阳性
ZRL63

@

阳性
&) "%

$

%!+)

%

"-

"%

$

%!+)

%

"

RL03

@

阳性
ZRL>3B

阳性
"' *

$

-$+#

%

-

'

$

$*+!

%

RL63B

阳性
ZRL>3B

阳性
") "

$

")+)

%

-

"

$

")+)

%

!!

-

!

!

#

)+)!

#与同一
RLY2D

模式
RLYQ̂ 3

阳性率比较&

"

!

!

$

)+)!

#与其他
RLY2D

模式组相同指标阳性率比较)

A+A

!

血清
RLY Q̂3

含量与
NGKO3

检测血清
RLY2GU

检测

结果分析
!

血清
RLY Q̂3

含量与
RLY2GU

检测光密度值呈

正相关#两者相关系数为
)+#%

$

!

$

)+)!

%)不同
RLY Q̂3

含

量组间
RLY2GU

检测光密度值和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
RLY Q̂3

含量标本
RLY2GU

检测结果

RLY Q̂3

含量

$

>5

AC

"

EG

%

$

RLY2GU

阳性

'

$

$

,

%(

RLY2GU

光密度值

$

Jh@

%

"

#

")

*

&# &*

$

%'+-

%

"+*$!h)+'*!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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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h)+&"*

+

")

$

&* ")

$

$*+)

%

)+&'$h)+"&)

B

!

讨
!!

论

嗜肝病毒阳性血清的感染性与血清中具有感染性的病毒

颗粒$

8̂16

氏颗粒%和缺乏核酸的亚病毒颗的数量有关#其中

亚病毒颗粒可增强
RLY

在细胞内的基因表达和病毒复制能

力'

*

(

)

RLY2GU

具有复杂的跨膜构象拓扑结构#可反式激活细

胞内
RLY

的复制#其内*外侧结构域可本别结合
RLY

核壳体

膜和易感细胞受体#是包装
RLY

成熟颗粒的关键'

#

(

)在感染

早期#

RLY2GU

作为配体与易感细胞受体结合#介导细胞摄入

病毒颗粒&在感染晚期#

RLY2GU

则对病毒颗粒的组装和分泌

十分重要'

%

(

)

RLY2GU

与肝细胞损伤*死亡和纤维化病变也密

切相关'

")

(

)因此#

RLY2GU

检测对
RLY

感染的诊断*判断病

毒复制水平和疾病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RLY Q̂3

定

量检测也可用于
RLY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判断患者体内
RLY

复制水平的高低#但对仪器*环境条件等要求较高#难以实现普

及应用)相较而言#

RLY2GU

检测更易于推广应用)本研究显

示#

RL63

@

阳性的标本中#

RLY Q̂3

和
RLY2GU

阳性率较

高#而
RL63

@

阴性者两者阳性率都较低#也说明
RLY2GU

可

用于判断
RLY

的复制能力和水平)

由表
"

可见#在具有相同
RLY2D

模式的标本中#

RLY

Q̂3

和
RLY2GU

的检出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RLY2GU

阳性率

稍高于
RLY Q̂3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足以

说明
RLY2GU

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有必要通过增加研究对象

以进行深入研究&

RL63

@

阴性标本中也检出
RLY Q̂3

和

RLY2GU

#提示
RL63

@

阴性乙肝患者体内仍存在
RLY

的复

制)由表
&

可见#

RLY2GU

浓度和阳性率均随
RLY Q̂3

拷

贝数的增加而增加#提示
RLY2GU

与
RLY Q̂3

在反应
RLY

复制情况方面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

RLY2GU

能够反映
RLY

的复制情况#血清

RLY2GU

浓度与
RLY Q̂3

拷贝数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RLY2GU

检测能够弥补常规,两对半-检测的不足#也是
RLY

Q̂3

检测的有益补充)检测
RLY2GU

对于判断
RLY

感染的

预后及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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