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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

Q,\5I*

F

$检测技术筛查丙型肝炎的应用价值%方法
!

对门诊体检人群&无偿

献血人群进行
Q,\

抗体初检&复检!筛选
Q,\

阳性血清标本&

Q,\

可疑血清标本检测
Q,\5I*

F

#同时对单项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X6

$增高的标本和血液筛查合格的标本进行
Q,\5I*

F

的检测%对
Q,\5I*

F

阳性标本进行
Q,\

逆转录
+,-

"

-65+,-

$检

测%结果
!

共检测了
"$@

例血清标本!其中
%$

例
Q,\

阳性血清标本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
Q,\

可疑血清标本

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单项
*X6

增高的标本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合格标本中未检出
Q,\5I*

F

阳

性%

Q,\5I*

F

阳性标本经
+,-

测定
Q,\-/*

阳性
"'

例%结论
!

Q,\5I*

F

的检出时间早于抗体%

Q,\5I*

F

和
Q,\

抗体

联合检测!缩短了检测窗口期"

+d+

$!有助于丙型肝炎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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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由丙型肝炎病毒$

Q,\

&感染引起的传染病(

虽然多数
Q,\

感染者无症状#但感染
Q,\

后形成慢性肝炎

的概率很高#且有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发展成肝硬化'肝癌#严重

威胁人体健康)

!5"

*

(

Q,\

一般通过被污染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传播#尽早检出
Q,\

感染者是实现丙型肝炎早期诊断'阻断

Q,\

传播的重要途径(利用重组
Q,\

抗原开发的抗
5Q,\

抗体检测技术#目前#检测的特异性已高达
((c

以上(但是#

在
Q,\

感染后至抗
5Q,\

抗体产生之前还有一段约
@&

#

?&K

的较长时期#称为感染后血清阳转前的窗口期$

+d+

&(

Q,\

核心抗原$

Q,\5I*

F

&作为
Q,\

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早期感染

的标志#几乎与
Q,\-/*

同时出现)

'

*

(为了评价
Q,\5I*

F

检测对丙型肝炎早期诊断的价值#本文对门诊体检人群'无偿

献血人群进行抗
5Q,\

抗体初检'复检#筛选不同群体的血清

标本进行
Q,\5I*

F

的检测#对
Q,\5I*

F

阳性标本进行
Q,\

逆转录
+,-

$

-65+,-

&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筛选体检合格标本
!!"

例'

Q,\

阳性标本

%$

例'

Q,\

可疑标本
@(

例'单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X6

&增

高的标本
@?

例#分离血清后
f"&W

保存(

@#A

!

方法

@#A#@

!

抗
5Q,\

抗体检测
!

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公司生产的

抗
5Q,\

抗体检测试剂盒进行初检(采用美国强生公司生产

的
2BDEA

抗
5Q,\

抗体试剂盒进行复检(按说明书上的方法

操作(抗
5Q,\

抗体初检'复检均阳性者为
Q,\

阳性血清标

本#初检或复检抗
5Q,\

抗体单项结果阳性者为
Q,\

可疑血

清标本(

@#A#A

!

Q,\5I*

F

检测
!

采用湖南景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Q,\5I*

F

酶联免疫试剂盒#按说明书方法操作(

@#A#B

!

Q,\ -/*

检测
!

采用广州达安基因公司生产的

Q,\+,-

检测试剂盒#按说明书方法操作(

A

!

结
!!

果

%$

例
Q,\

阳性血清标本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
Q,\

可疑血清标本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

单项
*X6

增高的标本中检测出
Q,\5I*

F

阳性
!

例#

!!"

例合

格标本中未检出
Q,\5I*

F

阳性(

Q,\5I*

F

阳性标本经
-65

+,-

测定#

Q,\-/*

阳性
"'

例#

Q,\5I*

F

与
Q,\-/*

符合

率为
3%#!(c

$

"'

"

"?

&(

Q,\5I*

F

检测和
Q,\-/*

检测的阳

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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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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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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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血清标本
Q,\5I*

F

#

Q,\-/*

检测结果

标本类别
$

Q,\5I*

F

检测阳性例数

Q,\-/*

检测阳性例数

Q,\

阳性血清标本
%$ !% !'

Q,\

可疑血清标本
@( !! !&

单项
*X6

增高标本
@? ! &

B

!

讨
!!

论

Q,\

感染者在感染后数周内血清
Q,\

抗原出现#

Q,\

-/*

转阳#随后
*X6

增高#

Q,\

抗体转阳)

@

*

(在
Q,\

感染

后至抗
5Q,\

抗体产生之前还有一段感染后血清阳转前的

+d+

#为了降低
+d+

感染的危险#缩短
+d+

以实现
Q,\

感

染的早期检测#国外学者对病毒核酸$

/*6

&'

Q,\5I*

F

检测

进行了评价)

%5$

*

#通过阳转系列血清对抗
5Q,\

抗体'

Q,\

-/*

和
Q,\

抗原出现时间进行比较#

Q,\5I*

F

的平均检出

时间只比
Q,\-/*

晚约
!K

)

?

*

(

在临床应用价值上#抗
5Q,\

抗体'

Q,\-/*

和
Q,\

抗

原检测比较如下!由于
Q,\

感染通常是持续性的终生感染#

Q,\

临床诊断仍以
LXZ7*

法检测抗
5Q,\

抗体为主#现多采

用的第三代检测抗
5Q,\

抗体试剂中增加了
Q,\

基因组
/7%

区表达的蛋白作为抗原#进一步提高了试剂的敏感性)

3

*

#方法

操作简单#所需费用少)

(

*

(但由于厂家之间使用
Q,\

基因重

组抗原质量及各抗原片段包被比例的不同#各厂家试剂间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存在着一定差异#从而导致抗
5Q,\

抗体检测结

果不一致)

!&5!!

*

(在抗
5Q,\

抗体
LXZ7*

法检测试剂盒中#由

于酶标抗体是广谱抗人
Z

F

T

抗体#对吸附在固相上的
Z

F

T

抗体

无筛选作用#降低了检测的特异性(一些慢性感染性疾病'自

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体内
Z

F

T

含量较高#容易产生假阳性

结果(为了使血清样品中非特异性
Z

F

T

含量尽量减少#降低非

特异性吸附#一般需要稀释样品#这就降低了样品中特异性抗

体的浓度#使方法灵敏度下降(

Q,\-/*

检测存在以下问

题!检测操作复杂'影响因素多'需专用设备'检测耗时长'对标

本和操作的要求较高'检测结果假阳性问题较难解决(而

Q,\

抗原检测耗时短#其方法与常规
LXZ7*ZV

法相似#不用

添加仪器设备#大大缩短了
+d+

(但是当机体出现抗
5Q,\

抗体之后#体内
Q,\5I*

F

和抗体相结合#导致抗原检出率降

低或不能被检出)

!"

*

(因此#

Q,\5I*

F

可应用于
Q,\

感染的

早期诊断(

Q,\5I*

F

和抗
5Q,\

抗体联合检测#有助于实现

丙型肝炎的早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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