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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盐城地区丙型肝炎病毒"

,'Y

#感染的流行病学及基因型特点$方法
!

选取体检者
!%"/#

例!抽取空腹

静脉血测定其血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8,'Y

#!统计抗
8,'Y

阳性者的临床资料!并测定患者
,'Y

基因分型及
,'Y(Z+

水

平!所有患者行
P

超检查以判断临床预后$结果
!

,'Y

总感染率为
"0!!2

!且男性高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感染率增加$基因

"I

型占
7$0"72

!经
P

超检查!

1

型和
"I

(

!@

型所有感染者均仅有肝损伤!基因
!@

型肝损伤者占
/%0772

!高于
"1

%

$@g$I

基因型

感染者$结论
!

盐城地区
,'Y

感染以男性及城镇居民为主!且感染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不同的基因型
,'Y

感染预后不同!可

通过基因型分析对患者预后进行评估$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

!

流行病学&

!

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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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病毒性肝炎是临床常见的传染性疾病#随着医学检验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越来越容易#在不

断提高检出率的同时#对引起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毒也进行了

较为细致的基因分型'

"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盐城地区
!%""

年
"

月至
!%"9

年
7

月于本院接受体检的普通人群临床资料#

对其基本资料+基因型及预后进行统计#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9

年
7

月于本院进行体检

者
!%"/#

例#其中男
"%779

例#女
.9""

例#年龄
"/

#

77

岁)

所有接受体检者均常规进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8,'Y

%及

肝生化检查#对于第
"

次测定抗
8,'Y

阳性者进行复查#如果

两次均为阳性#则诊断为丙型肝炎病毒$

,'Y

%感染'

!

(

)

@0A

!

方法
!

所有体检者在晨起后采集空腹静脉血#并在低温

下以
$%%%B

"

F46

离心
#F46

#对血清进行分离)使用酶联免疫

法检测血清中抗
8,'Y

'

$

(

#所使用的试剂盒购自北京万泰生物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O$

酶标仪购自美国
:A=BF;

公司#

,N!%.1

型洗板机购自深圳华科科技有限公司)统计抗
8

,'Y

阳性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居住地

分布情况及感染途径进行分析)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

%

对血清中
,'Y (Z+

水平进行测定#所使用的试剂盒及

X+71%%

型全自动荧光定量
&'(

仪购自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基因分型采用基因芯片进行检测)使用日本日立

71%%

型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肝功能及其他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并通过
P

超结果对患者预后进行判断)

@0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Ne?

表示#多组间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等

级资料采用
J

检验&

M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0@

!

流行病学分布
!

!%"/#

例体检者检出
,'Y

感染
!91

例#阳性率为
"0!!2

)其中男性阳性率$

"09%2

%明显高于女

性$

"0%"2

%&此外年龄小于
!%

岁者阳性率仅为
%09#2

#明显

低于其他各年龄组#年龄大于或等于
1%

岁者阳性率为
"0/%2

#

明显高于其他各年龄组#上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

%0%#

%)不同职业+学历和地区人群抗
8,'Y

阳性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0%#

%)见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6>WQ@IS=J

!

X=E=FI=B!%"#

!

Y;G0$1

!

Z;0!$

"

基金项目!盐城市科技局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iO!%"!%9#

%)

!

作者简介!钱卫#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病毒性肝炎等感染性疾病的临床

研究)

!

#

!

通讯作者#

-8F@4G

!

"$7%#"%11//

$

"$.0E;F

)



表
"

!!

,'Y

感染不同患者分布情况

项目
)

抗
8,'Y

阳性

例数$

)

%

阳性率

$

2

%

)

!

M

性别

!

男
"%779 "#" "09% 9011/ %0%9#

!

女
.9"" .# "0%"

年龄$岁%

!'

!% "7/9 / %09# 10"#7 %0%$$

!

!%

#'

9% #17/ 7$ "0!/

!

9%

#'

1% .../ ""1 "0"1

!%

1% !7!# 9. "0/%

职业

!

职员
.##7 ""1 "0!" "0%$. %01."

!

农民
#/!" 7! "0!9

!

学生
""19 "9 "0!%

!

其他
$19$ 99 "0!"

学历

!

初中及以下
!/#9 $# "0!$ "0""/ %01!%

!

中专
$$"7 9% "0!%

!

高中
$9$! 9! "0!!

!

大专
9/19 #. "0!"

!

本科及以上
#7"/ 7% "0!!

地区分布

!

城镇
"$#/! "/% "0$! "0$$# %0#7"

!

农村
11%$ 11 "0%%

A0A

!

感染途径
!

对
!91

例抗
8,'Y

阳性者进行流行病学史调

查#发现所有患者均无吸毒+性乱史#家庭成员中均无
,'Y

感

染史)其中
"".

例$

9/0$72

%患者有输血或者其他血液制品使

用史#

#1

例$

!!0712

%患者有手术史#

7

例$

!0/92

%患者曾进行

有偿献血#另外
19

例$

!10%!2

%患者感染史不详)

A0B

!

基因分型和
,'Y(Z+

定量检测
!

基因分型以
"I

型最

为常见#检出
"/%

例#占
7$0"72

)此外#基因
!@

型+

$@g$I

型+

1

型及
"I

"

!@

混合型分别检出
!1

+

!9

+

"!

和
9

例#分别占

"%0#72

+

.0712

+

90//2

和
"01$2

)定量检测各基因型
,'Y

(Z+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0%#

%)见表
!

)

表
!

!!

不同基因分型所占百分率及其
,'Y(Z+

水平比较

基因型
检出例数

$

)

%

百分率

$

2

%

,'Y(Z+

水平

$

Ne?

#

"̀%

1

E;

H

4=5

"

FQ

%

"I

型
"/% 7$0"7 10#.e%0.!

!@

型
!1 "%0#7 10"/e%077

$@g$I

型
!9 .071 10%!e%07"

1

型
"! 90// #0..e%01!

"I

"

!@

混合型
9 "01$ #0/.e%017

0 f f "07!/

M f f %01".

!!

f

!无数据)

A0C

!

基因型与预后
!

经
P

超检查#基因
1

型和
"I

"

!@

型感染

者均仅有肝损伤#基因
!@

型肝损伤者占
/%0772

#明显高于基

因
"1

+

$@g$I

型感染者)而基因
$@g$I

型感染者中肝纤维化

和脂肪肝者各占
!#0%%2

#基因
"I

型感染者中肝纤维化和脂

肪肝者分别占
!!0!!2

和
"10""2

#明显高于除
$@g$I

型以外

的其他基因型感染者)除肝硬化#不同基因型感染者其余各种

肝脏疾病百分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

%0%#

%)见

表
$

)

表
$

!!

不同基因型丙肝患者预后比较%

)

#

2

$&

基因型 检出数 肝损伤 肝硬化 肝纤维化 脂肪肝

"I

型
"/% .7

$

#$0/.

%

"9

$

707/

%

9%

$

!!0!!

%

!.

$

"10""

%

!@

型
!1 !"

$

/%077

%

!

$

701.

%

%

$

%0%%

%

$

$

""0#9

%

$@g$I

型
!9 "!

$

#%0%%

%

%

$

%0%%

%

1

$

!#0%%

%

1

$

!#0%%

%

1

型
"! "!

$

"%%0%%

%

%

$

%0%%

%

%

$

%0%%

%

%

$

%0%%

%

"I

"

!@

混合型
9 9

$

"%%0%%

%

%

$

%0%%

%

%

$

%0%%

%

%

$

%0%%

%

J 90"/! !0%17 #011/ 90.$#

M %0%91 %0"". %0%$7 %0%9!

B

!

讨
!!

论

,'Y

为
(Z+

病毒#是引起丙型病毒性肝炎的主要原因#

在感染
,'Y

后早期#患者多无明显的临床症状'

98#

(

#但是病毒

却会对肝脏细胞造成持续的损伤#病情也会持续进展#其中约

有半数患者最终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严重威胁人类的健

康'

1

(

)且近年来#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临床检出

率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7

(

)对丙型病毒性肝炎

进行防控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意义)丙型病毒性肝炎

主要经输血+针刺+吸毒等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Y

的感染率约为
$2

#估计约
"0/

亿人感染了
,'Y

#每年

新发丙型病毒性肝炎病例约
$0#

万例)丙型病毒性肝炎呈全

球性流行#可导致肝脏慢性炎性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

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未来
!%

年内与
,'Y

感染相关的

病死率$肝衰竭及肝细胞癌导致的死亡%将继续增加#对患者的

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丙

型病毒性肝炎被业界称为.沉默的杀手/#其发病隐匿#较易被

忽略#临床症状明显时病情已发展较为严重)因此#分析丙型

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临床特点#总结丙型病毒性肝炎的高危因

素#对于预防丙型病毒性肝炎的传染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盐城地区
,'Y

感染者进行分析时发现#男性患者检

出率明显高于女性#考虑与男性人群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更多

的易感因素有关#如外伤+剃须+吸毒+公共社会活动等'

/

(

)在

年龄方面#

'

!%

岁及大于或等于
1%

岁人群检出率较低#也可

能是因为这两个年龄段人群接触上述易感因素的机会相对较

少)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接触易感因素的机会相对较

多#因此患者在居住地分布上存在着一定差异)此外#患者的

学历和职业无明显差别)而对患者感染途径进行调查发现#其

中
"".

例$

9/0$72

%患者有输血或者其他血液制品使用史#

#1

例$

!!0712

%患者有手术史#另外有
19

例$

!10%!2

%并没有明

确的感染史)这提示血液仍然是
,'Y

传播的主要途径'

.

(

)

在对
!91

例患者的基因型进行分析时发现#

"I

型最为常

见#检出
"/%

例#占
7$0"72

)此外基因
!@

型+

$@g$I

型+

1

型

及
"I

"

!@

型检出相对较少#分别检出
!1

+

!9

+

"!

和
9

例#分别占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6>WQ@IS=J

!

X=E=FI=B!%"#

!

Y;G0$1

!

Z;0!$



"%0#72

+

.0712

+

90//2

和
"01$2

)而各基因型
,'Y(Z+

水平无明显差异)经
P

超检查#基因
1

型和
"I

"

!@

型所有患者

均仅有肝损伤#基因
!@

型肝损伤者占
/%0772

#明显高于基因

"1

+

$@g$I

型感染者)而基因
$@g$I

型患者肝纤维化和脂肪

肝者各占
!#0%%2

#基因
"I

型肝纤维化和脂肪肝者分别占

!!0!!2

和
"10""2

#明显高于除
$@g$I

型以外的其他基因型

感染者)表明基因
$@g$I

型和
"I

型所占百分率较高#但是预

后较差#基因
1

型和
"I

"

!@

混合型的预后虽然相对较好#但仅

有少数患者属于此分型)

综上所述#盐城地区
,'Y

大多经过血液途径进行传播#

且男性及年龄
!%

#

#.

岁为高危人群#不同的基因型预后不同#

对于确诊感染
,'Y

的患者可以对其基因型进行分析#并对预

后进行评估)在对疾病预防干预过程中#应针对重点人群进行

知识宣教#避免与人共用剃须刀等可能引起血液交叉感染的工

具#拒绝吸毒'

"%

(

&同时与血液中心进行沟通#要求所有临床用

血必须对
,'Y

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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