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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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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种族和地

域性差异#我国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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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感染为主#其中北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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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为主#南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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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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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高流行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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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分布值得关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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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的构成情况#为指导临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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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德国罗氏公司&上检测%定量结果大于
%)**:%*

'

HC

F

?0@

"

K!

则判为阳性*核酸扩增和温度循环条件设置严格按照厂

商试剂说明书进行*

B)C)D

!

\2L

血清学标志物$

\2LA#

&的检测
!

\2LA#

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US"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2A

@"

P

&'乙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体 $

\2@"M

&'乙 型 肝 炎
0

抗 原

$

\20"

P

&'乙型肝炎
0

抗体$

\20"M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2A

H"M

&检测使用上海科华公司试剂在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瑞士

B0H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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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

&可能为
/

或
\

型%$

&

&近年来乙型肝炎治疗中新

型抗病毒药物的应用导致病毒发生基因突变#而本试验所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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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研究#为甘肃地区的乙型肝炎防治提供更多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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