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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乙型肝炎病毒
D

抗原"

]"D,

I

#定量值与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W0

*+,

#拷贝数之间的关系!探讨两者的相关性%方法
!

收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乙型肝炎的
%2$

例患者的血清

标本!

]"D,

I

定量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

]"W0*+,

载量利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测定!统计学分析

]"W0*+,

病毒载量和
]"D,

I

定量值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

%2$

例乙型肝炎患者中
]"D,

I

阳性
5(

例!

]"D,

I

阴性
4$

例&

]"W0*+,

阳性
2(

例!

]"W0*+,

阴性
%($

例&

]"D,

I

阴性组
]"W0*+,

载量小于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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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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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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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标本中!

]"W0*+,

载量小于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4$153

和
)#1'3

&

]"D,

I

阳性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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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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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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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中!

]"W0*+,

载量大于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143

和
&$1#3

&

]"D,

I

阳性组中!随着
]"D,

I

定量值的升高!

]"W0*+,

病毒载量呈增长趋势!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7(12%&

#%结论
!

乙型肝

炎患者
]"D,

I

定量值与
]"W0*+,

病毒载量有较好的一致性!但不能完全根据
]"D,

I

阴性与否判断
]"W

的复制状态!需结合

]"W0*+,

检测结果%

关键词#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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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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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乙型肝炎病毒$

]"W

%感染的高发区#临床上主要

采用血清学标志物检测来分析和判断患者的病情及传染性'

%

(

#

其中乙型肝炎病毒
D

抗原$

]"D,

I

%阳性是
]"W

复制活跃的

标志)血清中
]"W

脱氧核糖核酸$

]"W0*+,

%的存在也表明

]"W

处于病毒活动复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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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乙型肝炎患者体内

血清
]"D,

I

水平与
]"W0*+,

病毒载量有显著相关性'

#

(

#但

临床上也存在部分乙型肝炎患者在
]"D,

I

转阴后血清中仍

可以检测到
]"W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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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了
%2$

例乙型肝炎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检测血清中
]"D,

I

定量值与
]"W0*+,

病毒

载量#探讨两者在病毒复制中的相关性#具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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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1B

!

一般资料
!

选取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

乙型肝炎的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4

例#年龄为
%5

#

2$

岁&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感染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

会
#(%)

年联合制定的,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更新版)

B1C

!

检测方法
!

研究对象晨起空腹抽取静脉血
$HV

#离心分

离血清进行
]"D,

I

及
]"W0*+,

定量检测)

B1C1B

!

]"D,

I

定量检测
!

采用美国雅培公司
,.-]O/X-/

O'(((8.!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其原装配套试剂盒测定#严格

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检测)血清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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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于

%1(((

视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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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或等于
%1(((

的标本视为阳性)

B1C1C

!

]"W0*+,

定量检测
!

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

.DGJ0/;HD!-.

%检测#仪器为
8V,+05&!

荧光定量
!-.

仪#

试剂为国产
]"W

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

!-.0

荧光探针法%#实

验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W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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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判断为阳性#

]"W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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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判

断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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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8!88%51(

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构成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 检验)采用
8

L

DG9HG=

相关分析进行各变量间的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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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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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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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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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D,

I

与
]"W0*+,

的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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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

]"D,

I

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1%3

&

]"W0*+,

阳性
2(

例#

阳性率为
'(1)3

#

]"D,

I

与
]"W0*+,

的阳性符合率为

#51)3

#阴性符合率
$&153

)血清
]"D,

I

与
]"W0*+,

检测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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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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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0*+,

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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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阴性

阳性
5( )% $5

阴性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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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D,

I

定量值与
]"W0*+,

病毒载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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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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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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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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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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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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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中#

]"W0*+,

载量大于

%1(d%(

&

F>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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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构成比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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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阳性组血清
]"D,

I

定量值与
]"W0*+,

病毒

载量的相关性分析
!

对
]"D,

I

阳性标本血清
]"D,

I

定量

值*

]"W0*+,

病毒载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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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我国是慢性

乙型肝炎的高发区'

'

(

#临床上无论确诊或是治疗乙型肝炎都要

掌握病毒复制情况)

]"D,

I

是构成
]"W

的核心部分#其检

测结果呈阳性反映
]"W

病毒复制活跃'

)

(

)

]"W0*+,

是反

映
]"W

活动性复制和传染性的直接指标'

&

(

)

]"D,

I

与

]"W0*+,

都能反映病毒复制情况#临床上需要不断检测上述

指标#才能够对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进行预估)

本研究分析了
%2$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学标志物
]"D,

I

与
]"W0*+,

的关系#发现!$

%

%

]"D,

I

与
]"W0*+,

的阴性

符合率为
$&153

#

]"D,

I

阴性标本中
]"W0*+,

阳性率为

##153

#此现象是因为
]"W

为了能够躲避宿主形成的免疫反

应而出现变异#使
]"D,

I

呈现阴性#但并非说明
]"W

已清除

或复制能力降低#

]"W0*+,

检测能够防止由于
]"D,

I

变异

而出现阴性误导'

2

(

)$

#

%

]"D,

I

与
]"W0*+,

的阳性符合率

为
#51)3

#

]"D,

I

阳性标本中
]"W0*+,

阴性率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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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相关原因#首先
]"W0*+,

的复制与
]"D,

I

的表达方式是不一致的#后者为一种蛋白质#前者是
*+,

#即

]"D,

I

的表达与
]"W0*+,

复制不是同一个途径#二者含量

高低不呈固定比例&其次慢性
]"W

感染可分为
'

期#包括免

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非活动携带期和再活动期#免疫清除期

多见于
]"D,

I

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
]"W0*+,

水平

呈波动状态#有时低于检测下限呈现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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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

发现
]"D,

I

阳性标本中
]"D,

I

定量检测值在灰区范围的标

本有
%&

份$根据试剂说明书灰区的确定按此公式计算!

F@?>EE

值
d(14

'

样品测定值
$

F@?>EE

值
d#

%#

]"W0*+,

的阴性率

为
%((3

#说明检测方法的局限性可能导致
]"D,

I

与
]"W0

*+,

结果的不一致)$

$

%当
]"D,

I

定量大于
%1(

#即阳性时#

8

"

-\

值
%((

#

%(((

的标本中#

]"W0*+,

%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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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中#

]"W0*+,

%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1#3

#即
]"W0*+,

载量大

部分为高次方值#少部分为低次方值&而
]"D,

I

定量小于

%1(

#即阴性时#

]"W0*+,

%

%1(d%(

&

F>

L

;D<

"

HV

构成比为

$1)3

#即小部分为高次方值#与陈德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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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致)$

'

%

]"D,

I

阳性组中
]"D,

I

的
8

"

-\

值与
]"W0*+,

病毒载量

呈正相关$

"7(12%&

%)

本研究检测发现
]"D,

I

8

"

-\

$

%1(

$阴性%时#患者体内

]"W

活动性复制和传染性仍然较强#只是
]"W0*+,

拷贝数

比
]"D,

I

8

"

-\

%

%1(

$阳性%的标本稍低#但仍存在少部分标

本
]"W0*+,

拷贝数较高#因此临床诊疗中不能认为
]"D,

I

8

"

-\

$

%1(

时病毒活动性弱和传染性低'

%%

(

)

]"D,

I

与
]"W0*+,

都是病毒活动性复制和传染性的

参考指标#

]"D,

I

定量值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判断
]"W0

*+,

复制水平高低提供参考'

%#

(

#同时也方便没有条件设立

!-.

实验室的医院作为疗效观察的辅助指标#但仅凭血清学

标志物难以准确判断病毒的复制
!

治疗预后及疾病的转归#且

检测的准确性
!

敏感性及可重复性都存在不足#应引起医务人

员和患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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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拴平
1

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与乙型肝炎病毒标志

物定量及
]"W0*+,

检测的关系研究'

U

(

1

国际检验医学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2

月第
$4

卷第
%'

期
!

O=?UVGKTDA

!

U@J

B

#(%2

!

W>J1$4

!

+>1%'



杂志#

#(%$

#

$'

$

%(

%!

'5#0'5$1

'

%(

(陈德林#杨丽#杨宇
1

乙型肝炎定量
]"<,

I%

#)(

的患者

]"W0*+,

拷贝数与
]"D,

I

定量值统计分析'

U

(

1

当代

医学#

#(%$

#

%)

$

%5

%!

$20$51

'

%%

(李宁#曹雷#张建东#等
1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病毒
*+,

载

量与血清
]"D,

I

的关系研究'

U

(

1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2(0$%2$1

'

%#

(郭燕华#王新建
1]"W0V!

与
]"W0*+,

的相关性及对

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诊断意义'

U

(

1

中国实用医药#

#(%&

#

%%

$

%$

%!

$50'(1

$收稿日期!

#(%20(#0(4

!

修回日期!

#(%20('0%#

%

!临床研究!

]F

B

"

!-/

及
g"-

在脑梗死辅助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研究"

毛万成%

!田
!

敏%

!帅奉飞%

!李
!

丽%

!郑天顺%

!汪开华#

#

"

%1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1

重庆市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F

B

#$降钙素原"

!-/

#及白细胞"

g"-

#在脑梗死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

法
!

筛选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思南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

例作为研究组!选取同期体检者
%$(

例纳入对照组!

检测研究组及对照组
]F

B

$

!-/

$

g"-

水平%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标准把研究组分为预后良好组"

0745

#和预后不

良组"

07'%

#!比较各组
]F

B

$

!-/

和
g"-

差异%同时对
]F

B

$

!-/

$

g"-

水平与脑梗死预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

研究组
]F

B

$

!-/

及
g"-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预后良好组
]F

B

$

!-/

及
g"-

水平明显低于预后不良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F

B

$

!-/

及
g"-

是脑梗死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F

B

$

!-/

及
g"-

在脑梗死临床诊

断$预后评估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作为辅助诊断及预后评估指标%

关键词#脑梗死&

!

同型半胱氨酸&

!

降钙素原&

!

白细胞&

!

预后

!"#

!

%(1$5&5

"

:

1;<<=1%&2$0'%$(1#(%21%'1(#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0'%$(

"

#(%2

#

%'0%5'20(#

!!

脑梗死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脑动脉狭窄*闭塞引起的脑组

织急性血液循环障碍#并导致一过性或永久性脑功能损伤)该

疾病在老年人群中发生率较高#患者发病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将会诱发其他疾病#严重者将威胁患者生命'

%

(

)近

年来有文献报道#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F

B

%属于脑梗死独立的

危险因素)脑梗死患者
]F

B

水平明显升高#并且血清降钙素

原$

!-/

%*白细胞$

g"-

%等炎性因子均直接参与其中'

#0$

(

)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炎性反应贯穿其中#直接

参与斑块的形成)但关于血清
]F

B

*

!-/

*

g"-

在脑梗死发病

期间的水平变化及对脑梗死预后的影响却鲜有报道)为了探

讨脑梗死患者
]F

B

*

!-/

及
g"-

的变化特点及与预后的关

系#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思南县人民医院收

治的脑梗死患者
%$(

例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1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思南县人民

医院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

例纳入研究组#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25

岁#平均$

&%1(e#1(

%岁)纳入标准!符合脑

梗死临床诊断标准#经
-/

或
T.O

检查得到确诊)排除标准!

$

%

%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

#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

者&$

$

%存在可影响检测指标的检测或结果判断的其他特殊生

理或病理情况者)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O]0

88

%对研究组每例患者进行治疗后预后评分#

(

#

#%

分为预后

良好#

##

#

#)

分为预后不良)预后良好组
45

例#预后不良组

'%

例)选择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24

岁#平均$

&(1(e#1(

%岁)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研究对象知晓本研究内容并自

愿参与本研究#各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B1C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贝克曼公司
,b&4(

生化分析仪#罗氏

公司
D'%%

化学发光仪及日本
8

B

<HDN

公司
[80)((;

血液分析

仪)北京九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F

B

检测试剂#罗氏

公司生产的
!-/

检测试剂及
8

B

<HDN

公司生产的血细胞检测

试剂)

B1D

!

检测方法
!

抽取研究组及对照组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

血进行
]F

B

*

!-/

*

g"-

检测#测量过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

进行)

B1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4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H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6

检验#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预后不良为因变量#

]F

B

*

!-/

*

g"-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
$

项指标

中引起脑梗死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C

!

结
!!

果

C1B

!

对照组与研究组
]F

B

*

!-/

及
g"-

检测结果
!

研究组

患者入院时
]F

B

*

!-/

及
g"-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

对照组及研究组入院时
]F

B

"

!-/

及
g"-

!!!

水平比较%

He>

&

组别
0 ]F

B

$

$

H>J

"

V

%

!-/

$

=

I

"

HV

%

g"-

$

d%(

5

"

V

%

研究组
%$( #215#e&15) $1)%e%1(' %$1&e#1)

对照组
%$( %%1#%e'1$# (1($e(1(% )1#e#1'

6 #%1)% %41#) ##1(%

!

$

(1()

$

(1()

$

(1()

+

2'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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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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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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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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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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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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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4&$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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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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