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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感染丙肝病毒$

.̀V

&#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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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肝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之一#主要经血或

血制品传播#与乙型肝炎相比早期的临床症状较轻#但是其较

乙型肝炎易早期出现肝硬化#导致肝癌#病死率高#预后不良#

目前尚无理想的特效药物和治疗措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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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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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检

测项目之间检测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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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是多变异病毒#在同型各株间#甚至同一患者不同时

期分离的克隆之间亦有差异#基因序列的差异将导致编码产物

抗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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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用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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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指标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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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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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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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指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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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临床诊断*指导治疗和疗效监测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各研究结果表明#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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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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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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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诊断丙肝上有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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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检测是目前各级医院最早*最常用的检测方法#

.̀V*K

检测筛查和对疾病的诊断#使输血后丙肝的发生率大

大降低)本研究表明!在
.̀V*K

阳性的患者中#具有病毒复

制$病毒
()*

阳性&的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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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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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并没有病毒

血症的存在#同时#在
.̀V*K

阳性的人群中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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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阳性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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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抗体检测阳性的人群中

全部进行核酸定量检测可能会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因此#对

于
.̀V*K

阳性的人群#可以选择先进行
.̀V+*

H

的检测#在

有必要的基础上再进行核酸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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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检测结果

分析 显 示!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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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 率 分 别 为
13#$4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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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V

感染者为
.̀V ()*

阳性#

.̀V*K

阴性)对于这种情况#分析其可能原因如下!$

!

&

.̀V

感染后#

.̀V*K

产生前存在一个较长的窗口期#如果检测在

窗口期的话#则可能为
.̀V()*

阳性#

.̀V*K

阴性)$

"

&在

一些免疫缺陷患者或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则不能检

测出
.̀V*K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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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
.̀V

感染恢复期的患者或者免

疫功能低下的
.̀V

感染者中#

.̀V*K

可能会逐渐下降到检

测限以下或持续阴性#这时
.̀V()*

的检测是感染
.̀V

的

唯一证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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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V

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加上我国应

用
\[Y_*

进行
.̀V

检测的试剂盒及试剂抗原来源各异#致

使
.̀V*K

阳性率有较大差别'

2

(

)

.̀V+*

H

是
.̀V

感染后最早出现在血清中的#它的检测

能更早地发现
.̀V

的感染#为患者争取更早的诊断和治疗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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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文献结果显示
.̀V+*

H

检测与
.̀V()*

符合率

为
&"#1$4

'

"

(

#说明了
.̀V+*

H

检测间接反映了
.̀V

复制#

可有效预防窗口期感染)本试验
.̀V+*

H

阳性率较低#为

'%#%4

#

.̀V+*

H

与
.̀V()*

检测经
!

" 检验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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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的报道结果稍有差异)其可能原因

分析如下!$

!

&

.̀V

感染后患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可与游离的

.̀V+*

H

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

.̀V

核心抗原抗体复合物在

预处理时解离不完全可影响
.̀V+*

H

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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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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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V

在机体复制增殖时#存在
.̀V+*

H

和
.̀V*K

浓度相互

主导转换的一个过程)感染初期#机体内存在一定浓度的

.̀V+*

H

#刺激机体产生
.̀V*K

#几乎所有的游离
.̀V*K

与
.̀V+*

H

结合成免疫复合物#此时抗原过量#而酶联免疫法

只能检测游离状态的
.̀V*K

或
.̀V+*

H

#因此
.̀V*K

检测

为阴性#

.̀V+*

H

为阳性)随着病程的进展
.̀V*K

浓度增

高#游离
.̀V+*

H

浓度下降#抗体和抗原结合#机体内仍存在

一定浓度游离的
.̀V*K

#可被酶联免疫法检测出来#此时

.̀V*K

和
.̀V+*

H

的检测均为弱阳性)随着病程的进一步

发展#

.̀V*K

继续升高#体内的绝大部分
.̀V+*

H

与
.̀V>

*K

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游离的
.̀V+*

H

低于检测下限转为

阴性#而
.̀V*K

的浓度进一步升高#

.̀V*K

检测才为阳

性'

3

(

)$

'

&抗原出现较早者或与抗体结合而检测不出抗原存

在)抗体出现及消失均晚#恢复期患者抗原消失而抗体仍然存

在'

1

(

)$

7

&

.̀V

是一种极易发生突变的
()*

病毒#由于其基

因突变率高#导致丙肝的抗原变异性大'

3

(

)

$

&

.̀V()*

阳

性血清中还有
"

滴度的
.̀V

抗体#干扰
.̀V+*

H

的检测而

导致假阴性结果'

$

(

)

.̀V()*

检测可以反映病毒的复制和传染性#是诊断

.̀V

的/金标准0#可以缩短感染后血清阳转前的检测窗口期#

以实现
.̀V

感染的早期诊断)对于本研究中的
1%

例丙肝患

者#有
!"#$4

的患者为
.̀V()*

阴性)分析其可能原因如

下!$

!

&部分患者在进行抗病毒治疗时#干扰和抑制了
.̀V

()*

的复制)$

"

&

.̀V()*

易被血细胞中的
()*

酶降解#

降低检出率'

7

(

)$

'

&部分标本中
.̀V()*

水平低于试剂盒

的检出限)$

7

&血液中存在高浓度的蛋白酶和
()*

酶#可能

引起标本
()*

有降解)

本次研究中#

.̀V()*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好#已能够

满足临床对丙肝的诊断要求%

.̀V+*

H

检测敏感性稍差#并且

在体内存在的时间较短#单项检测对于非早期
.̀V

感染者的

漏诊率较高)因此
.̀V*K

*

.̀V+*

H

两者联合检测对于丙肝

诊断的价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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