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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

P̀V

&全基因序列差异或

_

基因序差异#可将
P̀V

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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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基因型#且不同基因

型
P̀V

感染可导致不同的疾病发展*转归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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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

指标主要用于判断慢性肝病患者病情发展状况和治疗效果#是

衡量炎症活动度*纤维化程度的重要依据)

P̀V,)*

定量检

测对乙肝诊断有重要意义#是反映
P̀V

复制程度的指标#也

是抗病毒治疗疗效评价的重要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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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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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肝功能指标能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及肝脏代谢*

储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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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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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与血清中
P̀V

病毒

数量增加有关#可监测
P̀V

感染的进展情况)本研究分析了

P̀V

基因型和
P̀V,)*

*肝纤维化*肝功能及
P̀A*

H

相关

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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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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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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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流行的
P̀V

基因型主要为
P

型和
.

型#但各地区基

因型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大量文献报道#国内北方地区#如北

京*黑龙江*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区以
.

型为主#

P

型次之'

">2

(

#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点)有研究显示#

P̀V

基因分型与乙肝患

者病情预后有关#

.

型感染者较易进展至肝癌和肝硬化'

3

(

)本

研究中的数据也发现
.

型
P̀V

感染者中肝癌和肝硬化患者

比例高于
P

型
P̀V

感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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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PY[

*

*[P

均为反映肝细胞功能的指标)有

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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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P̀V

感染者
?PY[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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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
P

型

P̀V

感染者#而
*[P

水平低于
P

型
P̀V

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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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型
P̀V

感染者肝功能损伤程度较
P

型
P̀V

感染者更

为严重'

1

(

)而本研究发现
.

型和
P

型
P̀V

感染者间
*[?

*

*_?

*

?PY[

*

*[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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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肝纤维化四项指标可反映肝脏纤维化程度)有文献报道#

肝纤维化四项指标水平与
*[?

*

*_?

*

?PY[

呈正相关#与
*[P

呈负相关%随着肝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透明质酸水平

明显升高$

"

&

%#%$

&#而
-

型前胶原肽*

0

型胶原*层粘连蛋白

水平变化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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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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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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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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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型

P̀V

感染者肝功能*肝脏炎症及纤维化指标比较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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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所得到结论有所差异#可能与

地域性差异有关#也可能与样本量不同*肝炎种类不同*受试对

象处于不同病程阶段有关)

P̀V,)*

是反映
P̀V

复制程度的指标)有研究结果

表明#

.

型及
P

型
P̀V

感染者
P̀V,)*

基线载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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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也发现
.

型和
P

型
P̀V

感染者间
P̀V,)*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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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H

水平升高与血清中传染

性病毒颗粒$

,G=A

颗粒&数量增加有关)

P̀A*

H

水平升高说

明
P̀V

在大量复制#提示肝细胞的病理损伤较重)本研究结

果显示#

.

型
P̀V

感染者
P̀A*

H

水平明显高于
P

型
P̀V

感

染者#与类似研究报道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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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国内北方地区
P̀V

基因型以
.

型居多#

P

型

次之#也有少量
P

*

.

混合型感染)

P

型和
.

型
P̀V

感染者

P̀A*

H

水平有差异$

"

&

%#%$

&#但
P̀V,)*

*肝功能指标和

肝纤维化指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应当

对各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客观评价检测结果对疾病临

床诊治的意义)本研究采用的是回顾性分析的方法#仅对主要

的基因型做了分析#对其他基因型
P̀V

感染者有待进一步分

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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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6

#

"%%$

#

!"

$

&$

&!

2%&>2!3#

'

!!

(徐严#张永贵#季尚玮#等
#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检测的临床意义

'

Z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7

$

!

&!

2!>2'#

'

!"

(付建军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2

例病毒基因分型与临床的关系

'

Z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3!%>3!'#

$收稿日期!

"%!$>!">!'

&

+

72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