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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对其在体检人群中的阳性率#性别'年龄分布与肝功能指

标及血脂'体质量指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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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均阳性者男'女性饮酒习惯
!

男性
">>

例#有饮酒习惯者
(1

例#少量'偶尔或无饮酒习惯者
((

例%女

性
">&

例有饮酒习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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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偶尔或无饮酒习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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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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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均阳性者
-./*Y7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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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外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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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者标本#男'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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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出

-./*Y7

阳性
%

例#均为男性#男性阳性率
D$(A

#总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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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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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最理想的治疗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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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免疫学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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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阴性#肝功能正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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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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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者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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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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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均阳性者#提示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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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者可能为乙型肝炎继往感染后转化而来*

阳性率低于文献(

"!%

)报道#可能与选择的研究人群不同相关*

乙型肝炎或乙型肝炎病毒$

-./

&携带者#机体对
-./

处

于免疫功能休眠状态时#肝功能正常#当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时#

机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同时#引起自身肝细胞的损伤#导致

肝功能异常*本文结果显示#

-./!+'

项抗体阳性者男'女最

小年龄均为
#&

岁#提示部分个体随着发育成熟#免疫系统功能

得到进一步改善#清除
-./

能力得以加强*另外#本文结果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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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者平均年龄女性组明显低于男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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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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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者阳性率女性组明显高于男性组

$

+

$

&$&"

&#女性组
-./!+'

项抗体阳性率在不同年龄区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

!

'@

岁年龄区间有较高

值#而男性组在不同年龄区间
'

项抗体阳性者阳性率的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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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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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部分女性清除
-./

的反应

时间早于男性#清除
-./

的能力强于男性#男'女个体对

-./

的清除能力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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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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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仍有一

定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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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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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本文
-./*Y7

阳性结果低

于文献报道#可能为检测对象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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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

者
-./*Y7

阳性#主要可能为
-./,

区变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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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

)报道#

肥胖与饮酒可引起肝功能损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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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男性有饮酒习惯者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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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阳性者肝功能异常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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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抗体均阳性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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