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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两对半少见模式的特征分析及影响检测结果因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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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B=H

*两对半定性检测是目前临床分析和

判断患者传染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

(

#随着医学的发展!临床上

已检测出越来越多的少见模式#但这些模式的检测很大程度

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就乙型肝炎两对半少见模式的产生

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产生这种结果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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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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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0#"#

年
$

"

"#

月该院健康体检者随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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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做乙型肝炎两对半定性检测!其中出现少见模式
0$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经复检证实后取血清置

加盖试管内
e"&g

保存备检#

$'%

!

方法
!

乙型肝炎两对半检测用上海长征公司生产的试剂

盒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复检用雅培公司试剂!试剂盒的灵

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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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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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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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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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型肝炎两对半少见模式者的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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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型肝炎两对半少见模式检测结果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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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见模式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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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除因标本采集"操作技术及物质干扰等影响因

素!本组认为
B=H

感染后!血清中的
B=<1

O

在
B=,1

O

之后

出现!偶尔会出现
B=,1

O

)

e

*而
B=<1

O

)

i

*!分析其可能原

因!首先考虑试剂盒包被的抗
/B=,

免疫簇的量是一定的!若

B=,1

O

抗原浓度过高!则会发生大剂量钩变!导致检测结果呈

假阴性!这种情况下可采取间接血凝法及稀释后测定可以避

免.其次!考虑有少数病例会出现窗口期!其血液中同时存在

B=,1

O

和抗
/B=,

!若浓度正好合适全部形成免疫复合物!使

游离的
B=,1

O

消失或浓度降低!

B=,1

O

和抗
/B=,

都不能被

检测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B=H

基因组
?

区基因发生突变!

其与试剂盒的抗体对应抗原类型不一或
B=,1

O

氨基酸系列

改变而出现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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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O

和
B=,12

同时阳性!本组统计中发现
B=,1

O

和
B=,12

共存者为
$

例#张振华等'

%

(认为
B=,1

O

和抗
/B=,

共存的患者体内存在的
B=,12

所针对的
B=,1

O

与共存的

B=,1

O

血清型不同!选择性的
B=,1

O

+

9

,决定簇的单点或多

点突变可能是
B=,1

O

和抗
/B=,

共存的原因之一#另有学者

认为可能与乙型肝炎的不同亚型感染"二次感染"亚型间转换

等原因有关!有待用乙型肝炎分型技术进一步证实#

B=<1

O

和
B=<12

同时阳性!

B=H

基因型分为
1

"

B

型#研究显示
I

基因型的
B=<1

O

阳性率均高于
=

基因型!慢性
B=H

感染的

B=<1

O

血清转换也比
=

基因型迟'

$

(

#从无症状携带者至慢性

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不同人群中!

I

基因型的检出逐渐升高!

=

基因型则逐渐下降#不过这种类型临床上比较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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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检测结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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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的影响
!

标本严重溶血"采血试管洗涤不彻

底和反复使用致交叉污染"标本凝固不全等易造成假阳)阴*性

结果#因此血液标本采集后必须使其充分凝固后再分离血清!

或标本采集时用带分离胶的采血管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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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试剂的影响
!

不同厂家生产的试剂灵敏度与特异

性存在一定的差别#资料显示!不同厂家试剂的特异性和敏感

性也不尽相同!有的厂家酶标板孔间
1

值差大于
"!c

!标记酶

的活性及显色液的稳定比较差'

!

(

#不同的检测试剂会使两对

半检测结果出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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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术的影响
!

加样吸嘴反复清洗使用!增加了交

叉污染的概率.干浴与水浴影响导致酶标板受热不均!影响检

测结果.洗板机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假阴)阳*性.肉眼判断同样

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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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药物的影响
!

高效价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会与

B=,1

O

形成复合物!影响
B=,1

O

的检出!所以一些
B=,1

O

阳

性患者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后!

B=,1

O

检测会呈阴性反

应!导致乙型肝炎两对半少见模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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