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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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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U>IE1I><M91F,'

与雅培
/2GbW

免疫分析系统乙型肝炎病毒"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

采用
1F,'

与
/2GbW

免疫分析系统同时对
',@

例血清标本进行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分析结果差异及直线相关性%结

果
"

%

种系统检测
(,

例病毒性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患者血清标本的模式符合率为
',,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

%

种系

统对
@+

例标本进行
a-9/<

定量检测!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低值和高值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较好!中值标本

相关性差%

%

种检测系统检测
%F

例
a-1/

?

阳性标本!低值和中值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较好!高值标本相关性差%结论
"

1F,'

与

/2GbW

免疫分析系统在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中有较好的相关性%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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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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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子酶免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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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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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约有
()*

亿病毒性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患者#在中

国约有
')(

亿乙型肝炎病毒$

a-4

&感染者#在约
(,,,

万慢性

乙肝患者中#

%*D

的患者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

'$%

(

)因此#

筛查
a-4

表面标志物非常必要#且随着抗病毒治疗的进展#

对临床检测的自动化程度*灵敏度*准确度要求越来越高)罗

氏$

U>IE1

&公司
I><M91F,'

与雅培公司
/2GbW

免疫分析系统

均可用于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本文对这
%

个系统的检测结

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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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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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月本院收治患者及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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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F

"

仪器与试剂
"

1F,'

免疫分析系统'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6/

&(*配套试剂及质控品购自
U>IE1

公司#

/2bGW

免

疫分析系统'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

W#6/

&(*配套试剂及质

控品购自雅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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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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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抗凝剂干燥管抽取受试者静脉全血
@P\

#静

置
(,P30

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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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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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肝患者血清用

于模式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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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清用于
a-9/<

检测比对#

%F

例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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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血清用于
a-1/

?

检测比对)采用
%

种免疫分析系统进

行标本检测#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

种系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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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标志物阴性结果参考值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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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GG'(),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结果分

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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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同时进行直线相关分析#统

计学检验水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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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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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直线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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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标志物定量检测在乙肝防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检测自动化程度*灵敏度*准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采

用
#!\6/

的
U>IE1I><M91F,'

系统及与采用
W#6/

的雅培

/2GbW

系统均可用于
a-4

表面标志物检测#而采用不同方

法的系统检测获得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值得深入探讨)

本研究从
(

个方面进行了
1F,'

与
/2GbW

免疫分析系统

检测
a-4

表面标志物的结果比对)模式比对显示#

%

种系统

检测
a-4

表面标志物的模式符合率为
',,D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D

%

,),*

&#说明
%

种系统在结果阴*阳性判断方面没有

差异)

a-9/<

阳性提示机体具有针对
a-4

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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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测对判断是否需注射乙肝疫苗和免疫效果具有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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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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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定量检测结果比对显示#

%

种系统检测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低值和高值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

较好#中值标本相关性差)慢性
a-4

携带者可通过长期服用

抑制
a-4

复制的药物抑制肝细胞胞浆中
a-4J"/

的复制#

使其无来源而耗竭#出现
a-9/

?

*

a-1/

?

的血清转换#达到临

床治愈)因此
a-4

表面标志物滴度的检测对准确了解抗原
$

抗体转换#尤其是动态观察
a-9/

?

*

a-1/

?

血清转换#对评价

抗病毒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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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

检测比

对显示#

%

种系统检测结果呈直线相关性#低值和中值标本检

测结果相关性较好#高值标本相关性差)总体而言#

%

种检测

系统有较好的相关性#个别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差可能与试剂

包被的片段不同*方法学差异和计算方法差异等有关)

对不同分析系统进行检测结果比对#对实现检验结果同城

通用#进而减轻患者负担十分重要#对指导临床用药和预防疾

病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本研究只针对
1F,'

和
/2GbW

免疫分析系统的某些指标进行了比对#其他系统和其他指标的

比对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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