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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研究白癜风人群戊型肝炎的感染状况$方法
!

对
<*<

例白癜风患者进行现况调查$收集患者血清并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方法进行抗戊型肝炎病毒"

V"Z

#

@$

3

^

及抗
V"Z@$

3

Y

的检测!分析抗
V"Z@$

3

^

阳性率与性别&年

龄&病程及各免疫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

白癜风人群抗
V"Z@$

3

^

阳性率为
'!5'!;

$成年及进展期白癜风患者抗
V"Z@

$

3

^

阳性率远高于青少年和稳定期白癜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3

^

&

$

3

&

&

2<

检测水平异常患者抗
V"Z@$

3

^

阳

性率远高于这
*

项指标的正常水平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抗
V"Z@$

3

Y

阳性者
+)

人且均伴有抗
V"Z@$

3

^

阳性$

结论
!

白癜风人群
V"Z

感染率较高!有必要对该人群进行相应的
V"Z

预防措施!从而降低此人群
V"Z

的发病率$

关键词"白癜风)

!

戊型肝炎病毒)

!

抗体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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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皮肤黏膜色素脱失性疾病&

+@'

'

)

研究显示#白癜风患者易患某些感染性疾病#如丙型肝炎*乙型

肝炎等病毒性肝炎&

*@!

'

)戊型肝炎是由戊型肝炎病毒$

V"Z

%

感染引起#其病死率高居各类病毒性肝炎之首)研究表明#一

些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患者如器官移植患者和感染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的患者在感染
V"Z

后能形成持续性感染和慢性肝

炎&

9

'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
<*<

名白癜风患者进行分析#了解

这一免疫功能紊乱群体对
V"Z

的易感性*感染病程及严重

程度)

A

!

资料与方法

A5A

!

一般资料
!

选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确诊的白癜风患者
<*<

例#诊断标准见

参考文献&

(

'#按照白癜风患者的不同特点如性别*年龄*病程*

病期等进行分析#临床医生记录其临床特征#调查人员对患者

本人或其合法的监护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另外选取中国医

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及马鞍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业体检人

员
'+9

例作为对照组)

A5B

!

方法

A5B5A

!

血清
$

3

^

*

$

3

&

*

$

3

Y

抗体及
2*

*

2<

补体的检测
!

白癜

风患者均空腹抽取静脉血
(.#

并分离血清#血清的检测均使

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仪器为美国贝克曼
&a!:)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所有检测均按相关操作规程及试剂盒说明方法进行)

$

3

^

*

$

3

&

*

$

3

Y

*

2*

和
2<

的参考区间依次为
:5)

"

+95)

*

)59

"

<5*

*

)5*

"

*5<

*

)5:

"

'5+

*

)5'

"

)5<

3

"

#

)

(

项指标中一项或

者一项以上低于或者高于正常值范围均属于异常)

A5B5B

!

抗
V"Z@$

3

^

抗体检测
!

所有白癜风患者及对照组人

群均进行抗
V"Z@$

3

^

抗体检测)抗
V"Z@$

3

^

阳性标本再进

行抗
V"Z@$

3

Y

检测#抗
V"Z

抗体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万泰生

物公司)检测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的说明书进行#且均在有效期

内使用)

A5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C

>]FGF*5+

软件录入并检错#

%W%%+*5)

软件统计分析)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或非

参数秩和检验#

!

$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5A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参与本次调查的白癜风患者共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男性
'*)

例$

(*5));

%#女性
')<

例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6

月第
*:

卷第
+9

期
!

$8GX#F/YEJ

!

%E

C

GE./ED')+9

!

ZBI5*:

!

[B5+9



$

<95));

%)

B5B

!

临床特征比较
!

<*<

例患者的病程
)5+

"

+65)

年)对白

癜风患者的白斑类型分类发现#其中散发型最多#占
(65<;

#

局限型占
'(5:;

#肢端颜面型最少#仅占
+<5:;

)按照病情进

行分期#

9+56;

的患者处于病情的进展期#仅有
':5+;

患儿处

于稳定期)调查发现#

<*<

例患者中#

+*'

例患者$占
*)5<;

%

有白癜风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家族史)

B5C

!

抗
V"Z@$

3

^

分布特征
!

本研究纳入的
<*<

研究对象#抗

V"Z@$

3

^

阳性率为
'!5'!;

)成年患者抗
V"Z@$

3

^

阳性率

明显高于青少年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

(

年

病程组抗
V"Z@$

3

^

阳性率明显低于
(

年以上病程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5)(

%(进展期白癜风患者的抗
V"Z@$

3

^

阳

性率远高于稳定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B5D

!

各免疫学指标不同水平抗
V"Z@$

3

^

分布特征
!

各指标

均以正常水平为参照#

$

3

^

*

$

3

&

*

2<

异常患者的抗
V"Z@$

3

^

阳性率与正常水平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见表
+

)

B5E

!

抗
V"Z@$

3

Y

分布特征
!

检测结果显示#抗
V"Z@$

3

Y

阳性的患者为
+)

人#且均伴有抗
V"Z@$

3

^

阳性)

表
+

!!

V"Z@$

3

^

的分布特征(

-

#

;

$)

变量
V"Z@$

3

^

阳性 阴性
7 !

性别

!

男
(9

$

'<5:

%

+9*

$

9(5'

%

T T

!

女
(9

$

'956

%

+<9

$

9+5+

%

)5((9 )5(+'

年龄

!

青少年
+9

$

:5:

%

+99

$

6+5'

%

T T

!

成年
69

$

<)5<

%

+<*

$

(65!

%

((5()+ )5)))

白斑类型

!

散发型
9:

$

*)5'

%

+:)

$

!65:

%

T T

!

局限型
'*

$

')5(

%

:6

$

965(

%

*5!(( )5)(!

!

肢端颜面型
+*

$

')5!

%

()

$

965<

%

'5'!* )5+*'

病程$年%

!

)

"

( ('

$

+959

%

'<+

$

:'5*

%

T T

!%

( !'

$

<<5)

%

96

$

(!5)

%

**5:)+ )5)))

病期

!

进展期
6'

$

'65(

%

'')

$

9)5(

%

T T

!

稳定期
''

$

+:5)

%

+))

$

:'5)

%

(56<+ )5)+(

家族史

!

有
<'

$

*+5:

%

6)

$

!:5'

%

T T

!

无
9'

$

'*5:

%

'*)

$

9!5'

%

*5)+: )5)69

$

3

^

!

异常
<6

$

*65:

%

9<

$

!)5'

%

T T

!

正常
!(

$

')56

%

'<!

$

965+

%

+!5*' )5)))

$

3

&

!

异常
<*

$

<95*

%

<:

$

('59

%

T T

!

正常
9+

$

')59

%

'9'

$

965*

%

'!5+:' )5)))

$

3

Y

!

异常
!

$

()5)

%

!

$

()5)

%

T T

续表
+

!!

V"Z@$

3

^

的分布特征(

-

#

;

$)

变量
V"Z@$

3

^

阳性 阴性
7 !

!

正常
+):

$

'(5!

%

*+<

$

9<5<

%

*5(:6 )5)(:

2*

!

异常
++

$

**5*

%

''

$

!!59

%

T T

!

正常
+)*

$

'(59

%

'6:

$

9<5*

%

)56'+ )5**9

2<

!

异常
<!

$

<+5<

%

!(

$

(:5!

%

T T

!

正常
!:

$

'+5+

%

'((

$

9:56

%

+959*+ )5)))

!!

注!

T

表示无数据)

C

!

讨
!!

论

!!

我国是戊型肝炎的高发地区#根据原卫生部疫情报告显

示#近几年戊型肝炎散发病例和小规模流行呈明显上升趋势)

以往研究显示&

:@6

'

#一般人群
V"Z@$

3

^

抗体阳性率约为

+659;

#在一部分特殊人群中
V"Z

存在更高的感染率#如精

神疾病患者中戊型肝炎感染率高达
**5(<;

#吸毒人群中戊型

肝炎感染率也高达
'65();

&

+)@+'

'

)

本研究以白癜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纳入的
<*<

例#

V"Z@$

3

^

阳性率为
'!5'!;

#提示白癜风人群的
V"Z@$

3

^

阳

性率可能高于一般人群)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患有白癜风的人

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对
V"Z

易感&

*

'

)在调查中发现戊型肝炎

感染率与患者的病程*年龄以及是否处于进展期有关#而与性

别*首发的白斑部位及家族史无关)随着白癜风病程的延长#

患者
V"Z

感染率逐渐升高)与既往研究成年人的发病率明

显高于青少年结果一致#但其原因与白癜风有关亦或是与年龄

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

'

)处于进展期的患者戊型肝炎感

染率同样明显高于稳定期患者#原因可能与进展期患者的免疫

功能紊乱有关)以往研究表明#对白癜风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人

群进行
$

3

^

*

$

3

&

*

$

3

Y

及
2*

*

2<

等
(

种指标分析发现#白癜风

患者组
$

3

^

*

$

3

&

*

2<

显著异常于健康对照组人群&

+(

'

#而对
<*<

例患者抗
V"Z@$

3

^

的阳性率调查发现#

$

3

^

*

$

3

&

*

2<

异常患者

的抗
V"Z@$

3

^

阳性率均高于这
*

个指标的正常水平者)本次

研究人群抗
V"Z@$

3

Y

抗体阳性者为
+)

人#且均伴有抗
V"Z@

$

3

^

阳性)由于阳性率低及样本量较少#研究者无法对这部分

人群作出相应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后续研究)

目前戊型肝炎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惟一可行的措施是预

防)白癜风人群由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通过本研究发现#白

癜风人群中同样存在较高的
V"Z

感染率#是
V"Z

感染的高

危人群)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有效的疾病监控#并

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预防#从而在控制传染源的角度上控

制
V"Z

在此类人群中的传染#从而降低
V"Z

感染率)本研

究是首次对白癜风人群进行戊型肝炎流行情况的调查#调查结

果是否具有广泛性#仍需依赖在本人群中进行更大规模的流行

病学调查和研究#为本人群
V"Z

防治策略的制订*戊型肝炎

疫苗的选择及相应免疫策略的制订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

+

' 周晖#唐旭华#陈木开#等
5

白癜风并发甲状腺疾病
'<

例

临床分析&

X

'

5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

#

'(

$

*

%!

'69@'6:5

$下转第
'<'*

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6

月第
*:

卷第
+9

期
!

$8GX#F/YEJ

!

%E

C

GE./ED')+9

!

ZBI5*:

!

[B5+9



诊断方式对
"_

*

W_

*

VED@'

抗体的诊断与术后原发灶检测结

果均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

'

)在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术前分

期#通过
S[&0

检查#其精确度较高#但该检查方法也有一定

缺点#需熟练
S[&0

技术的临床医生及具有经验丰富的细胞

病理学医生#同时也受限于所选取样本例数的不足)而
2[0

是一种安全的检查方法#目前#临床多提倡在腋窝淋巴结诊断

中采取
2[0

检查方法)通常大多数可疑转移的淋巴结距离胸

壁及腋静脉较远#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可疑转移的淋巴结距离胸

壁*腋静脉较近#检查过程中易造成血管损伤#且胸壁损伤的风

险也较高#针对此类情况#临床多推荐采取
S[&0

检查方法)

综上所述#在浸润性乳腺癌的诊断过程中#采取
2[0

检查

的敏感度略高于
S[&0

检查方法#而两种诊断方法
"_

*

W_

*

VED@'

与术后原发灶检测结果均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由于

2[0

*

S[&0

检查方法各有优缺点#临床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式)

参考文献

&

+

' 马玲#束永前
5

空芯针穿刺活检术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

X

'

5

江苏医药#

')+!

#

<'

$

!

%!

!!)@!!'5

&

'

' 张文忠
5

术前空芯针穿刺活检术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探

讨&

X

'

5

当代医学#

')+!

#

''

$

+)

%!

9'@9*5

&

*

' 杨波
5

空芯针穿刺活检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X

'

5

中国

基层医药#

')+)

#

+9

$

+<

%!

+6(*@+6((5

&

<

' 盛志娟#杨碎胜#朱小康
5

空芯针穿刺活检在乳腺癌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X

'

5

甘肃医药#

')++

#

*)

$

<

%!

')+@')*5

&

(

' 战介芝#张蕾
5

不同穿刺活检方法在甲状腺结节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

X

'

5

中国实用医药#

')+9

#

+'

$

:

%!

9<@9(5

&

!

' 程琳#杨德启#佟富中#等
5

超声引导空芯针穿刺活检在乳

腺肿物诊断中的应用&

X

'

5

肿瘤防治研究#

')+'

#

*6

$

!

%!

!<'@!<<5

&

9

' 刘洋
5

术前空芯针穿刺活检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

X

'

5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9

#

'*

$

:

%!

++!6@++9+5

&

:

' 刘静
5

乳腺癌空芯针穿刺及开放切除活检前后循环肿瘤

细胞变化的初步研究&

]

'

5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

')+'5

&

6

' 张文忠
5

术前空芯针穿刺活检术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探

讨&

X

'

5

当代医学#

')+!

#

''

$

+)

%!

9'@9*5

&

+)

'廖燕如#贺大桥#李荣江#等
5

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活检

对乳腺导管扩张症诊断的临床价值&

X

'

5

安徽医学#

')++

#

*'

$

(

%!

!((@!(95

&

++

'崔彬#姜汉国#黄恒
5

彩色超声定位下空芯针穿刺活检在

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X

'

5

临床医学工程#

')+(

#

''

$

6

%!

+++(@+++!5

&

+'

'黄雯琼
5

超声引导下临床不可扪及乳腺病灶的空芯针穿

刺活检的临床应用&

X

'

5

中外健康文摘#

')+'

#

6

$

+

%!

(9@(:5

&

+*

'刘静#明佳#齐晓伟#等
5

空芯针穿刺活检在无明显肿块乳

腺疾病筛查中的临床价值&

X

'

5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

#

*<

$

'*

%!

'<'+@'<'<5

&

+<

'王金祥#曹旭晨
5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对
0$@_&]%

分级

<&

至
<2

乳腺肿物诊断的价值&

X

'

5

中国肿瘤临床#

')+9

#

<<

$

'

%!

:*@:!5

&

+(

'孙龙#陈小松#沈坤炜
5

空芯针穿刺活检在乳腺疾病诊治

中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X

'

5

中华外科杂志#

')+*

#

(+

$

!

%!

(!(@(!95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

%

$上接第
'<')

页%

&

'

'

#>8e

#

AF8

3

#g

#

SOdd

#

EGFI52,>IJ,BBJQ>G>I>

3

B>82,>@

8F

!

1I>8>1FI

C

DBH>IE?F8J>..O8BIB

3

>1FIH>8J>8

3

?>8!')1F@

?E?

&

X

'

5&.X2I>8]ED.FGBI

#

')++

#

+'

$

<

%!

'99@':+5

&

*

'

%F8JBQFI@2DOLY

#

F̂D1cF@2FDDF?1BY

#

%b81,EL@WBDDF?_

#

EGFI5$..O8B

C

FG,B

3

E8E?>?BHQ>G>I>

3

B

&

X

'

5&OGB>..O8

_EQ

#

')++

#

+)

$

+'

%!

9!'@9!(5

&

<

'

AEOI>8

3

?V"

#

d>IIE.?E8-X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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