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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乙肝相关肝癌患者外周血中抗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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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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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抗体"抗
=,VT

#和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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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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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及其他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

乙肝相关肝癌患者
&"

例纳入肝癌组!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抗
=,VT

&

0.̂=

)

&

*(=%

&

*(=#!

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
,VWX.>

载量!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指标水平$结果
!

与对照组相比!肝癌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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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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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显著升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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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患者外周血抗
=,VT

&

0.̂=

)

和
*(=%

水平与
,VWX.>

载量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1%"3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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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水平与
>(0

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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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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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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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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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机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细胞免疫功能障碍和细胞免疫调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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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VW

%感染可导致肝炎'肝纤维化#最终导

致肝癌#即乙肝相关肝癌*

,VWT

基因编码
,VW c

蛋白

$

,VT

%#机体则可产生
,VT

特异性抗体$抗
=,VT

%

(

#

)

*有研究

显示#在
,VW

感染的慢性过程中#

,VT

"抗
=,VT

的存在提示

病毒持续复制(

!

)

*肿瘤坏死因子$

0.̂=

)

%具有广泛的生物学

活性#肝脏是生成
0.̂=

)

的主要部位(

4

)

*白介素
=%

$

*(=%

%是重

要的
0N!

效应细胞因子#具有抑制炎性反应的作用(

%

)

*白介

素
=#!

$

*(=#!

%是重要的抗病毒细胞因子之一#具有多种生物学

活性(

$

)

*本研究结合相关临床指标#分析了乙肝相关肝癌患者

抗
,VT

与
0.̂=

)

'

*(=%

'

*(=#!

的变化特征#旨在了解各指标在

判断患者免疫状态'肝脏损伤程度'病情和预后等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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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A1A

!

一般资料
!

!"#$

年
3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就诊的乙

肝相关肝癌患者
&"

例$肝癌组%#男
$!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

$

$41#$_##1"4

%岁&所有患者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相

关诊断标准(

&

)

#均未接受治疗#并排除其他疾病*同期于本院

体检健康者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4!1#$_31%&

%岁#排除各型肝炎病毒感染#排除重要脏器疾

病#肝功能正常*

A1B

!

方法
!

采集研究对象静脉血标本*采用上海朗顿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及科华公司
)0=4&"

酶标仪

进行血清抗
=,VT

检测*采用美国
>V*

公司
74""

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

2'\

%扩增仪及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剂进行
,VWX.>

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0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0

%'总胆红素$

0V*(

%和清蛋白

$

>(V

%检测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8=&3"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及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所有标本的检

测采用同批号试剂和质控品#所有试剂批检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使用*各项操作均严格参照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

A1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7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O_>

表示#多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相关性分

析采用
2D@F;?<

相关分析#计算相关系数$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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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

较差异或分析参数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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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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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功能指标和
,VWX.>

水平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肝

癌组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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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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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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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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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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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患者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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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患者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

指标
抗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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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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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VWX.> ["1%"3 "1""7 ["14%3 "1"!% ["1474 "1"#$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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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 "136& ["1"#6 "1337 ["1"%# "17$7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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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VW

感染者肝癌发病率较非
,VW

感染者高
!""

倍以

上(

7

)

*

,VT

对肝细胞凋亡具有双向调控作用#可通过促进肝

细胞凋亡而诱导肝细胞再生#并促进基因突变的积累#最后导

致细胞转化和肝癌的发生(

3=##

)

*本研究结果显示#乙肝相关肝

癌患者抗
=,VT

水平与
,VWX.>

载量呈负相关#提示抗
=,VT

作为
,VT

蛋白的抗体#其水平高低不仅反映机体对
,VW

感

染的免疫应答状态#也说明
,VT

蛋白和抗
=,VT

在乙肝相关肝

癌的发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可能在肝癌诊治及患者预

后判断方面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细胞因子是炎性反应的重要免疫调节介质#在清除
,VW

的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健康者相比#乙肝相关肝癌患者
0.̂=

)

'

*(=%

和
*(=#!

水平显

著升高#提示三者可能参与了乙肝相关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乙肝相关肝癌患者
0.̂=

)

'

*(=%

水平与
,VWX.>

载量均呈

负相关#

*(=#!

水平与
>(0

水平呈负相关*肝脏是合成
0.̂=

)

的主要脏器#也是
0.̂=

)

受体最多的器官(

#$

)

*随着
,VW

复

制活跃程度的增加#乙肝相关肝癌患者肝损伤程度越严重#

0.̂=

)

水平越低&而
0N#

类细胞因子$如
*(=#!

%和
0N!

类细胞

因子$如
*(=%

%相互作用#导致肝脏炎症的慢性化*

*(=%

在晚

期肝病中发挥抑制炎性反应的作用#故
*(=%

水平升高可减弱

肝脏的炎性反应程度及病毒复制活跃程度*

*(=#!

是的最有

效的细胞毒性
0

细胞$

'0(

%和自然杀伤细胞$

.Z

%活性刺激

因子(

#&

)

&也可能推具有一定的抑癌作用#在乙肝相关肝癌患者

体内可能有异于其他疾病病程的免疫作用机制#但有待进一步

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在乙肝相关肝癌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抗
=,VT

'

0̂ .=

)

'

*(=%

和
*(=#!

可能具有重要作用*抗
=,VT

'

0̂ .=

)

'

*(=%

和
*(=#!

可用于评估乙肝相关肝癌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也

可能是乙肝相关肝癌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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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外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疗法在新生儿溶血病中的应用研究"

李
!

卫!杨燕萍!柯买春!黄会金!邱金波

"江西省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

4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外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疗法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

选择接受外周动静脉快速同

步换血治疗的新生儿溶血病患儿
&"

例!治疗过程中检测生命体征指标!比较治疗前后胆红素&血红蛋白&电解质&血糖等指标水

平$结果
!

换血治疗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平稳!体温&呼吸&心率等指标无异常变化$换血治疗后!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

$

"1"$

#!血红蛋白稍有下降!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换血治疗前后血糖&电解质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外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疗法可快速降低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胆红素水平!具有

对患儿生命体征影响小&操作简单&并发症少等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新生儿溶血病'

!

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

!

胆红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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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4=%#4"

"

!"#7

#

#!=#&$7="!

!!

新生儿溶血病是常见儿科病症之一#可诱发高胆红素血

症#如不及时治疗#将危及患儿生命(

#=!

)

*母子血型不合时#母

亲体内可产生与针对胎儿血型抗原的抗体#经胎盘进入胎儿体

内后#即可引起免疫性溶血*

\N

血型系统和
>V-

血型系统的

血型不合均可诱发新生儿溶血病*外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

疗法是治疗重症新生儿溶血病最迅速'有效的手段#通过换血

降低患儿外周血胆红素浓度水平#防止胆红素脑病的发生#同

时也可纠正溶血导致的心力衰竭与贫血(

4=%

)

*本研究分析了外

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疗法在新生儿溶血病患儿中的应用效

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1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3

月于本院接受外周

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治疗的新生儿溶血病患儿
&"

例#男
4!

例'女
!3

例#年龄
!!N

至
7E

#体质量
#1$

#

%1$Q

H

&足月儿
$!

例#早产儿
3

例&

>V-

血型不合
$4

例#

\N

血型不合
7

例*所

有患儿均符合换血治疗指征!达到中华医学会新生儿学组

!""#

年制定的足月儿与早产儿换血治疗标准&产前诊断基本

明确为新生儿溶血病#出生时脐带血血红蛋白水平低于
#!"

H

"

(

#伴心力衰竭'水肿'肝大&存在早期胆红素脑病症状&孕妇前

一胎有死胎'水肿'严重贫血等病史#且此胎病情更严重#应酌

情降低换血标准*所有患儿家长均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及换

血治疗同意书*

A1B

!

方法

A1B1A

!

换血治疗方法
!

治疗前抽空患儿胃液#防止胃液反流

引起感染或出血*静脉注射鲁米那
$

#

#"L

H

"

Q

H

#用于镇静*

血源选择!

>V-

血型不合患儿选择同血型或
-

型洗涤红细胞

加
>V

型血浆的混合血#

\N

血型不合患儿选择与母亲
\N

血

型'

>V-

血型相同的全血#原因不明的重度黄疸患儿选择同血

型的全血*血源为
4E

内制备的新鲜全血*患儿仰卧于开放

式暖箱中#调节腹部温度至
4&13h

左右&以
!%

号留置针穿刺

桡动脉#穿刺后#接延长管及
!

个三通管#分别接肝素液和注射

器#抽出的血注入废血袋#间隔
$L:<

抽血
#$

#

!"L(

#同时推

注肝素液维持管道通畅&以
!%

号留置针穿刺腋静脉#建立
!

条

静脉通道#

#

条用于滴注含
#

#

!L(

葡萄糖酸钙的
#""L(

生

理盐水溶液#以输液泵均匀输入#另
#

条静脉通道为输血通道#

接
#

个三通管#一端接输血袋#另一端接注射器#通过活塞将血

液制品转入静脉通道后缓慢推注*抽输血同步进行*换血过

程中采用多功能心电监护仪监测体温'呼吸'心率'血压'心电

图'血氧饱和度等指标*换血量为循环血量的
!

倍#速度为
!

L(

"

Q

H

"

L:<

#总量为
#$"

#

#3"L(

"

Q

H

*

!

#

%N

内完成换血

过程(

$

)

*

A1B1B

!

观察指标
!

换血过程中监测体温'呼吸'心率'血压'心

电图'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在换血治疗前后采集患儿静脉血#

常规方法检测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以及血

红蛋白'血钾'血钙'血钙'血氯'血糖水平*

A1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71"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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