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统计学意义$

D

%

*(*E

&#见表
%

'

表
%

""

肿瘤发生部位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

&

组别
_32

阴性 阳性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

)*

%

)*

%

H*

%

H*

局部浸润

无 有

肿瘤大体检查

增值型 溃疡型 浸润型

术后复发转移

无 有

右侧
$+ E* $H E& %% ), H+ %%$ %% '+ H, &% %** &+

左侧
H$ && E% '+ %$ )' &, $, %* &$ E% %% H, &*

D *(*&, *($+% *(**E *(H)& *($*E %(***

C

"

讨
""

论

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左(右大肠癌应分属于不同类型的肿

瘤包括肿瘤发生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临床表现(转移规律以

及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等方面均有差异*

'5$

+

'本研究结果显示#

_32

在左(右大肠癌表达及发病年龄有差异验证了这种可能'

近年来有报道大肠癌的发病部位右移#即右大肠癌发生率

高*

'

#

+

+

'还有报道解剖分布上无显著差异*

,5%*

+

'本研究结果支

持右大肠癌发病率高'大肠癌中老年人高发#而本研究结果显

示#左侧中年人高发#右侧老年人高发'此外有报道
_32

血清

含量在早(晚期大肠癌#大肠癌与正常对照组间有显著差异#是

临床常用于诊断及预后判断的指标*

%%5%&

+

'但没有资料显示

左(右大肠癌
_32

表达是否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左侧临床

)

期大肠癌患者
_32

阳性率低于右侧#左侧
_32

阴性居多

$

Dh*(*&,

&#是左(右大肠癌的差异性标志物#从而给临床医

生进行更精确判断#防止左侧
_32

阴性的临床
)

期患者被临

床医生忽视#以指导治疗'临床
)

期大肠癌患者不同部位的

_32

检测是否为独立预后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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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患者病毒载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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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的相关性研究

戚应杰!岳
"

莉!朱义媛!陈
"

苓

"安徽省合肥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_.

$检测丙型肝炎病毒"

]_T

$载量与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284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4

$*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_.

检测
EH

例丙型肝炎患者血清
]_T.12

!同时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284

&

2/4

水平%结果
"

EH

份样本中
]_T.12

阳性率为
E$(%G

"

'&

(

EH

$!

]_T.12

阳性样本中

284

&

2/4

异常率明显高于
]_T.12

阴性样本%

]_T.12

含量高&低与
284

&

2/4

异常率呈正相关!但与
284

&

2/4

水平无

关%结论
"

]_T.12

定量检测及结合
284

&

2/4

检测结果分析有助于了解
]_T

在体内的复制水平和肝脏炎性反应状态!指

导临床用药及观察疗效%

关键词#肝炎病毒属#

"

病毒载量#

"

丙氨酸转氨酶#

"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类#

"

相关性

!"#

!

%*(',H,

"

I

(;""!(%H$'5)%'*(&*%&(*,(*E$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H$'5)%'*

"

&*%&

$

*,5%%')5*&

""

丙型肝炎病毒$

M?

#

6@;@;"_S;AJ"

#

]_T

&感染呈全球分布#

我国平均感染率为
'(&G

*

%5&

+

'

]_T

感染人体后有近
E*G

会

转变为慢性肝炎*

'

+

#严重危害患者生命与健康'

]_T.12

含

量可以反映病毒复制情况和患者病情变化#可为
]_T

感染的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6C6!;!?6Q;!D@A6!"R?A6"?

#

284

&和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6"5

#

6A@6@?6Q;!D@A6!"R?A6"?

#

2/4

&是反映肝脏组织炎症活动度灵

敏和较特异的指标#也是衡量丙型肝炎疗效的生化学应答指

标'本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_.

&对
EH

例丙型

肝炎患者血清进行
]_T

载量检测#同时用
]$%+*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检测
284

(

2/4

水平#旨在探讨
]_T.12

载量与生

化指标$

284

(

2/4

&的关系'

A

"

资料与方法

A(A

"

研究对象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

及住院患者
EH

例#其中男
)%

例#女
%E

例%年龄
&%

%

$,

岁'所

有病例的诊断均符合
&***

年
,

月西安会议制订的/病毒性肝

炎防治方案0中标准*

)

+

'所有患者
]_T59

N

:

检测阳性#且排

除甲(乙(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无自身免疫性疾病及代谢性疾

病#均未给予抗病毒治疗'按
]_T.12

载量将
EH

例患者分

为
2

组$

]_T.12

&

EF%*

& 拷贝"毫升&

'&

例$

E$(%G

&%

7

组

$

]_T.12

$

EF%*

& 拷贝"毫升&

&)

例$

)&(,G

&'

A(B

"

方法

A(B(A

"

]_T.12

定量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_.

#仪器使

用安普利
:?!?C;

N

M@,+**

型全自动
-_.

分析系统#试剂采用厦

门安普利有限公司生产的
]_T

荧光定量
-_.

试剂盒#检测

敏感度为
EF%*

& 拷贝"毫升'按照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取
*(EQ8

离心管分别加入裂解液
%**

(

8

#取血清标本及试剂

盒内标准液和阳(阴性对照#质控物各
E*

(

8

#加入含吸附剂的

离心管中#振摇均匀%室温放置
%*Q;!

后
%&***A

"

Q;!

$离心半

径
,(EKQ

&离心
&E"

#弃上清液%加入
%E*

(

8

洗涤液#振摇均

匀%

%&***A

"

Q;!

$离心半径
,(EKQ

&离心
&E"

#弃上清液%加入

%E*

(

8

重复洗涤液#振摇均匀%

%&***A

"

Q;!

$离心半径
,(E

KQ

&离心
&E"

#弃上清液#加入
'*

(

8-_.

反应缓冲液#混匀'

从试剂盒取出扩增系统管#稍微离心*

'***A

"

Q;!

$离心半径

,(EKQ

&离心
E"

+%加入混匀的反应液
&E

(

8

#振摇均匀#

$***

A

"

Q;!

$离心半径
,(EKQ

&离心
%E"

%将扩增管置入扩增仪中#循

环程序设置如下!

)&a'*Q;!

#

,Ea&Q;!

%进入以下循环!

,E

a%E"

#

E+aE*"

$

'*"

后读荧光&%

)*

个循环'荧光素设定为

Y2X

#荧光信号采集设在
E+a

'

A(B(B

"

284

(

2/4

检测采用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

立&#试剂使用日本第一化学
284

(

2/4

试剂盒'

A(C

"

统计学处理
"

根据数据资料的类型$计数(计量&采用不

同统计方法#计数与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与计

量资料采用
=

检验比较#计量与计量资料采用相关与回归分析

法分析#统计分析全部采用
/-//%&(*

软件'

B

"

结
""

果

B(A

"

2

组患者中
284

高于正常范围$

*

%

)*g

"

8

&者
%,

例

$

E,()G

&#

2/4

高于正常范围$

E

%

')g

"

8

&者
&%

例$

HE(HG

&#

2/4

异常率与
284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

组患者中

284

高于正常范围者
E

例$

&*(+G

&#

2/4

高于正常范围者
%*

例$

)%($G

&#

2/4

异常率明显高于
284

$

D

$

*(*%

&'

2

组患

者
284

(

2/4

异常率明显高于
7

组$

D

$

*(*E

&'

B(B

"

]_T .12

载量与
284

(

2/4

异常率呈正相关$

9h

*(,H

#

D

$

*(*%

&#但与
284

(

2/4

水平无关$

9h*(&H

#

D

%

*(*E

&#不同
]_T.12

载量
284

水平与
2/4

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不同
]_T.12

载量
284

"

2/4

检测结果比较

]_T.12

载量

$拷贝"毫升&

)

284

异常

)

检测值$

Fi<

#

g

"

8

&

2/4

异常

)

检测值$

Fi<

#

g

"

8

&

%*

$

%

+

& & +Hi%* & $Ei+

%*

H

$ E E,i&H H H*i&'

%*

E

%' , $Ei'H + $*i'+

%*

)

$ ) $*i)% E E$i'E

EF%*

&

%

'

' % '$i%, % )&i%H

$

EF%*

&

&) E +'i&& %* EE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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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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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由
]_T

经血液传播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并在

全球性流行#

]_T

慢性感染导致肝脏发生慢性炎症坏死和纤

维化#部分患者可能发展为肝硬化#严重者可发展为肝癌'人

在感染
]_T%

%

&

周时血清中即可检测到
]_T.12

#其水平

反映病毒的复制与传染性#为病毒血症的标志#是诊断
]_T

的-金标准.#也可作为抗病毒疗效的评估指标'

284

主要存

在于肝细胞质中#是肝细胞损伤最为灵敏和相对特异的指标#

但不反映肝细胞障碍和坏死程度'

2/4

主要分布于线粒体

中#反映肝细胞损伤的严重程度#若
2/4

明显升高致
2/4

%

284

#说明肝损害比较严重'

本研究结果显示#

2

组患者
284

(

2/4

异常率明显高于
7

组#提示肝细胞损伤可能与病毒血症有关#与杨小蓉等*

E

+报道

一致'

2

组
284

异常率与
2/4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

组

患者
2/4

异常率明显高于
284

#其原因有待增加样本量进一

步探讨'本研究结果显示#

]_T.12

载量与
284

(

2/4

异常

率呈正相关$

9h*(,H

#

D

$

*(*%

&#但与
284

(

2/4

水平无关

$

9h*(&H

#

D

%

*(*E

&#与宁发锦等*

H

+报道不相符'不同
]_T

.12

载量
284

水平与
2/4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患

者损伤程度与个体差异(免疫系统等因素有关#免疫系统越活

跃肝脏损伤反而越严重'

]_T.12

是反映
]_T

复制的可靠指标#结合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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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测结果分析有助于了解
]_T

在体内的复制水平和

肝脏的炎性反应状态#指导临床用药及观察疗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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