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黏附率下降#使得血小板在血管中血液流动而损伤内皮细胞

的修复作用减轻#使血小板营养和支持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维

护毛细血管壁完整性的功能降低#加之缺氧性血管内皮受损#

毛细血管脆性增加#易发生出血(

$

)

'本研究发现#随着
b[)

压

积的增加#

-*#

呈现下降趋势#两者呈负相关性#与参考文献

(

<

)报道一致 '临床治疗上如果过度抗凝#则可能会增加出血

的风险'这就要求临床上注意监测血常规$尤其是
-*#

%及凝

血功能的变化#掌握好活血抗凝治疗的强度*时机及选择合适

药物#给予个体化的治疗'

另外本文还发现#

e!-)

患者血液中
h[)

数量亦较正常

组增高#这说明慢性缺氧不仅刺激造血系统生成过多
h[)

#同

时生成
h[)

的数量也在增加(

>

)

#这一作用使
e!-)

的高黏滞

状态进一步加重#血液循环障碍#加重了组织和器官的损害'

本文发现#

e!-)

其平均
b[)

体积虽然均值虽在正常范围#但

较对照组明显减小&其平均
eJ

含量均值虽在正常范围#但较

对照组增加&其平均
eJ

含量均值高出正常范围#较对照组明

显增高'说明在
e!-)

患者#

b[)

体积变小#呈现为小
b[)

#

且其血色素含量明显增高#这可能是
e!-)

患者机体对慢性

缺氧#血液高黏滞状态所产生的一种代偿适应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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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游离抗原与抗体酶联免疫法检测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唐翠连!何邵波!史顺扬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检验科!湖南邵阳
=((&&&

#

!!

摘
!

要"目的
!

运用
,*+"!

法分别检测
e)V/!

I

和
e)V/!J

!并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相关性及临床意义$方法
!

检测本院来自血液透析室及门诊住院的
'&&

例丙型肝炎肝病患者血清$同时设阴性&阳性对照$结果
!

e)V/!

I

阳性
(&

例!

e)V/!J

阳性
($&

例!两者均阳性
7&

例 !两者均阴性
7&

例$结论
!

e)V/!

I

&

e)V/!J

检测在丙型肝炎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两者同时检测可提高丙型肝炎的检出率'两者均阴性也不能否定
e)V

感染!应进行
e)VbW!

分析!结合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

予以确定$

关键词"肝炎抗体!丙型'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丙型肝炎游离核心抗原'

!

相关性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丙型肝炎$下称丙肝%病毒$

e)V

%为单股正链
bW!

#基因

组全长
.8=

!

.8$LJ

#包括一个单一的
.&'&

!

.&..;C

的开放

阅读框(

7

)

#由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组成#其基因分为
$

个型

和
7&&

多个亚型'基因
7

型呈全球分布#占
<&P

#占中国感染

率的
>&P

(

(

)

'近年来#丙肝感染的报道日益增多#已成为一种

全球性分布的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而丙肝病毒标志物检

测对早期发现
e)V

感染者及指导临床诊断治疗有重要意义'

笔者对
'&&

例丙肝患者血清中丙肝游离核心抗原*丙肝抗体的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在丙肝诊断中的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

份血清来自本院血液透析室*门诊及住

院丙型肝炎患者'其中男
7>.

例#女
777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8'

岁'

B8C

!

方法
!

e)V/!

I

的检测采用
,*+"!

法#试剂由湖南景达

制药公司提供'

e)V/!J

的检测采用
,*+"!

法#试剂由厦门

英科新创公司提供'全部试剂在有效期内#操作步骤及结果判

断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初试阳性者经双孔复试'两者均采用

北京普朗
ẀU/.$&(

酶标仪
=%&;3

波长进行光密度$

0̀

%值

测定'结果判断$诊断标准采用全国统一方法(

'

)

%!$

7

%

e)V/

!

I

临界值
G5CG?FF

确定#阳性对照每孔
0̀

,

&8$

#阴性对照每

孔
0̀

(

&87

测定结果有效'其
G5F?FF

值#阴性对照平均
0̀

值
\&8&$

$阴性对照
0̀

$

&8&$

时按
&8&$

计算%'当待检样品

的
0̀

%

G5C?FF

为
e)V/!

I

阳性&待检样品的
0̀

值
(

G5C?FF

为
e)V/!

I

阴性'$

(

%

e)V/!J

临界值$

)?

%的计算#临界值

X

阴性对照均值
_(8>

$阴性对照孔
0̀

值低于
&8&%

时以
&8&%

计算%&当样品
0̀

值
"

"

)?

%

7

者为
e)V/!J

阳性&当样品
0̀

值
"

"

)?

(

7

者为
e)V/!J

阴性'

C

!

结
!!

果

C8B

!

e)V/!

I

与
e)V/!J

检测结果#见表
7

'

表
7

!!

e)V/!

I

与
e)V/!J

检测结果

项目
%

阳性率$

P

%

e)V/!

I

$

\

%

(& $8<

e)V/!

I

$

\

%*

e)V/!J

$

\

%

7& '8'

e)V/!J

$

\

%

($& >$8<

e)V/!

I

$

]

%*

e)V/!J

$

]

%

7& '8'

$漏诊率%

C8C

!

7&

例
e)V/!

I

$

\

%*

e)V/!J

$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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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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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
e)V/!

I

#

\

%&

e)V/!J

#

\

%

!!!

0̀

&

"

$

)?

值比较

标本
e)V/!

I

$

\

%

0̀ "

"

)? e)V/!J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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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讨
!!

论

e)V

感染机体后#可诱导明显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

答#

e)V/!J

为特异性免疫应答产物作为机体感染指标之一#

在
'&&

例丙肝患者检测结果显示#

(&

例
e)V/!

I

$

\

%

e)V/

!J

$

]

%原因可能为!$

7

%患者为新增病例#在
e)V

感染的窗口

期&$

(

%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对外来抗原刺激不应答#不产

生
e)V/!J

&$

'

%机体免疫反应强度和持续时间是影响抗体检

出的又一因素(

=

)

'表
(

结果显示#

e)V/!

I

强阳性&

e)V/!J

显示弱阳性#

e)V/!

I

弱阳性#

e)V/!J

显示强阳性或两者均

弱阳性'显示机体感染
e)V

后#随着病程进展#机体产生

e)V/!J

并达到一定浓度水平#高于检出阈值#从而
e)V/!J

弱阳性'本研究实验方法检测的
e)V/!

I

为游离抗原#由于

方法的局限性#结合状态的抗原不能检出'当机体存在少量

e)V/!J

时#游离
e)V/!

I

水平处于优势#检测结果显示

e)V/!

I

强 阳 性#

e)V/!J

弱 阳 性'游 离 的
e)V/!

I

和

e)V/!J

两者在机体内的水平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随着

病程的进展#

e)V/!J

逐渐升高#与游离
e)V/!

I

结合物也增

加'此时#

e)V/!J

强阳性#游离
e)V/!

I

弱阳性'

随着病程的进展#

e)V/!J

浓度进一步升高#与
e)V/!

I

的结合也增多#使得游离
e)V/!

I

浓度低于检测阈值'此时#

e)V/!J

阳性而
e)V/!

I

阴性'

e)V/!

I

阴性*

e)V/!J

阴

性原因可能为!$

7

%晚期肝病患者#两者血清水平很低#低于检

测阈值&$

(

%由于方法的局限性无法测出#存在一定的漏诊率

$

'8'P

%&$

'

%某些药物单独使用干扰素或与利巴韦林联合治疗

丙肝#可使
'&P

!

%&P

患者血清
e)V

血清标志物低于检测

值(

%

)

&$

=

%不排除药物干扰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产生

e)V/!J

假阳性结果(

$

)

'

以上资料显示#血清
e)V/!J

阳性的患者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

>$8<P

%#远远高出
e)V/!

I

$

\

%患者比例$

$8<P

%#$低

于王智斌等(

<

)报道的
((8<P

%提示本地区
e)V

感染多为慢性

感染'

e)V/!J

在
e)V

感染窗口期不能被检出#窗口期约

7P

!

'P

患者#

e)V/!J

可持续阴性#抗体的血清学转换可以

延迟到暴露后几个月发生(

>

)

'临床上不能区分既往感染和现

症感染'

e)V/!

I

作为新的
e)V

现症感染诊断标志物#既可

用于献血人员筛选#发现
e)V

感染窗口期#比
e)V/!J

早
('

!

=$H

(

.

)

#提高血源安全性#也可用于临床诊断和抗病毒治疗

效果检测与预测'其方法简单#无需特殊设备#易于推广'

e)V/!

I

与
e)V/!J

两者联合检测可以扬长补短#减少感染

者的漏诊风险'由于方法的局限性#对于两者检测均阴性时#

应进一步检测
e)V/!

I

bW!

#结合临床资料予以确定'

e)V

感染后约
%&P

!

>&P

发展成慢性#其中约
(&P

发展为肝硬化#

肝硬化患者中#每年约
7P

!

=P

可发展为肝癌(

7&

)

#因此#应该

加强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血源传播#近

年来随着献血人员与血液市场管理的不断加强#新增病例的比

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感染者多为既往感染'但还存在一定

的初发病例#医院*血站*血库是传播丙肝的高危单位#而静脉

吸毒#性行为泛滥#经常性进行血透#接受血制品的人员为高危

人群'医疗单位应严格消毒隔离制度#杜绝人群的医源感染#

加强群众意识#洁身自好切断丙肝性行为*注射吸毒的传播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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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与统计量

描述总体特征的数值为参数#通常是未知的#一般用希腊字母表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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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描述样本特征的数值为统计量#是已

知的或可计算获得的#用英文字母表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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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总体中随机抽样可获得样本#以样本为基础*通过统计推断$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可获得对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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