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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RNY 7

定性与
RN@5

-

及

RNY+05

定量检测的关系

梁玉全!周远青!梁瑞莲!刘绮婷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顺德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顺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项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RNY 7

$定性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RN@5

-

$及

乙型肝炎病毒"

RNY

$

+05

定量检测的关系%方法
!

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TQ*5

$&微粒子捕捉免疫发光分析法"

7UQ5

$

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

m̀,)S4

$检测
"$%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RNY 7

&

RN@5

-

定量和
RNY+05

定量!并进行对比%结

果
!

7UQ5

法定量检测
RN@5

-

阳性检出率高于
UTQ*5

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C\(#(((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RN@5

-

定量与
RNY+05

定量呈正相关"

4\(#$%8

!

C\(#(((

$%结论
!

RN@5

-

定量和
RNY+05

定量是目前临床上评价
RNY

复制和肝脏损伤程度的灵敏&稳定&可靠的指标!在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慢性乙型肝炎#

!

乙型肝炎
@

抗原#

!

乙型肝炎病毒
+05

#

!

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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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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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免疫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乙型

肝炎病毒
@

抗原$

RN@5

-

&定量和乙型肝炎病毒$

RNY

&

+05

检测已经成为临床诊断
RNY

感染的常用指标#

RN@5

-

是临

床判断有无
RNY

复制和传染性的常用血清学标志#

RNY

+05

主要用来判断病毒复制的活跃程度'本研究通过对
"$%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

项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RNY

7

&#包括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RN:5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

RN:5

-

&(

RN@5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体$

RN@5L

&(乙型

肝炎病毒核心抗体$

RNJ5L

&定性检测#以及对
RNY +05

(

RN@5

-

定量检测#以探讨它们与慢性乙型肝炎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感染科住

院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例#男
!8$

例#女
&'

例#平均

$

'&#$̂ <#%

&岁'所有纳入病例均为
RNY

单纯感染#排除合

并甲(丙(丁(戊型肝炎患者#入院前均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临

床诊断和病理分期均符合
"(!(

年,全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方

案-中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

*

'所有病例按照
RNY 7

检

测分为
'

组#

(

组$

!$8

例&为
RN:5

-

$

a

&(

RN@5

-

$

a

&(

RN,

J5L

$

a

&或
RN:5

-

$

a

&(

RN@5

-

$

a

&%

)

组$

"&

例&为
RN:5

-

$

a

&(

RNJ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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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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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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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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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RNJ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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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RNY 7

定性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UTQ*5

&#试剂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RN@5

-

定量采用美国
5LL?DD

公司的
5W*c7

全自动免疫分

析系统和微粒子捕捉免疫发光分析$

7UQ5

&试剂盒检测#检测

线性范围
(

!

&<(()UQg

"

3T

#

$

(#"%)UQg

"

3T

为阳性'

RNY+05

定量检测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联反应$

m̀,)S4

&

法#试剂盒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灵敏度为

!(

"

Qg

"

3T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A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性分

析采用
*

B

@.C3.;

相关性分析%

C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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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外周血
RNY 7

与
RN@5

-

定量的关系
!(

组中
RN@5

-

定量阳性检出率及检测水平最高'

)

(

*

组中#

尽管
RN@5

-

定性为阴性#仍有部分患者
RN@5

-

定量检测为

阳性'经
$

" 检验#

RN@5

-

定性检测与定量检测总阳性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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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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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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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阳性检出率及检测水平最高'

'

组
R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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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检测与定量检测总阳性检出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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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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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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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关系
!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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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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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水平有很好的一致性#呈明显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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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是
RNY

感染常见的状态之一#感染者的临

床表现为无症状的携带状态(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

UTQ*5

是传统的
RNY

感染诊断方法#主要从机体的免疫状态

检测
RNY 7

#传统认为大三阳是急性乙型肝炎的慢性活动

期#传染性强%而小三阳和
RN:5

-

$

a

&"抗
RNJ

$

a

&是恢复期#

传染性较弱'近年来#随着免疫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定量检

测血清
RN@5

-

和
RNY+05

的技术越来越多#渐渐突显出传

统
UTQ*5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的缺陷和不足'本研究结

果显示#检测血清
RN@5

-

#

7UQ5

定量法灵敏度明显高于

UTQ*5

定性检测#由于
7UQ5

定量检测
RN@5

-

的线性范围

大#还可精确到小数点后#特别有利于动态评估
RNY

复制'

血清
RNY+05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肝内
RNY

复制的

活跃程度#临床上也因此将其作为抗病毒治疗适应证选择及疗

效判断的依据)

"

*

'但
RNY+05

定量易受实验条件及核苷类

药物的抑制#以致有时不能真实反映肝细胞内
RNJ5

-

定

量)

'

*

'同时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
RN@5

-

定量检测#可以

更好地判断病情'

RN@5

-

阳性和
RNY+05

升高被认为是反映
RNY

复制

最敏感的指标)

=,$

*

#当血清中
RN@5

-

阳性时#病毒复制活跃#

血清
RNY+05

水平高#且常伴有明显的肝脏炎症(坏死和转

氨酶升高'而
RN@5

-

由阳转阴性#多认为是
RNY

复制减少#

传染性减弱或病变静止'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经过较长

的自然病程#每年有
!(P

!

!$P

的患者
RN@5

-

自然消失#并

产生
RN@5L

#同时部分患者因病毒基因前
S

区或
S

区启动子

区域发生变异而不产生
RN@5

-

#但这种
RN@5

-

阴性的慢性乙

型肝炎患者的
RNY

复制仍活跃#肝脏有明显的炎性改变#其

临床特点(自然史(治疗及预后不同于
RN@5

-

阳性乙型肝

炎)

&

*

'本研究中
RN@5

-

定量检测小于
(#"%)UQg

"

3T

的
<=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有
"!

例
RNY+05

定量高于
!(

$

Qg

"

3T

#说明部分
RN@5

-

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病毒复制仍

活跃#肝脏炎性改变明显'已有研究证明
RN@5

-

阴性慢性乙

型肝炎的产生主要与
RNY

基因突变有关)

<

*

'最常见的基因

突变是前
S

区
!%8&

位核苷酸由
6

突变为
5

#即使第
"%

位密

码子由原来的
>66

突变为
>56

#后者是翻译的终止密码子#

导致前
S

区的蛋白翻译停止#

RN@5

-

不能产生#当前
S

区终

止突变合并
S

区突变时导致病情加重和病毒
+05

复制增加'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
7UQ5

法
RN@5

-

定量和
m̀,)S4

对

RNY+05

水平的检测是目前临床上评价
RNY

复制和肝脏

损伤程度的敏感(稳定且可靠的指标#联合
UTQ*5

检测
RNY

7

及对肝功能的检验等#可以为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诊断(

RNY

前
S

区变异的初筛(抗病毒疗效的预测及评估(肝炎的

复发和预后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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