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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类肝炎病毒有甲型&乙型&丙型&丁

型和戊型及庚型病毒之分%除乙型肝炎#乙肝$病毒遗

传物质为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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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类型病毒均为单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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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甲型和戊型病毒通过粪
_

口的消化道感

染外%其他类型病毒均通过母婴&血液和接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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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丁型肝炎病毒#

+2-

$是一种有缺陷的
=:1

病毒%

这种病毒没有外壳%因而必须借助乙肝病毒才能复制

及生存%常与乙肝病毒先后重叠感染或同时混合感

染%并可使原有的乙肝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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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本实

验室首次检测到渝东北片区
+2-

抗体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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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戊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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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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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阳性%

而乙肝病毒
8

项和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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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均为阴性的病例%

这一罕见感染病例对
+2-

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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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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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患者%女%

A;

岁%重庆市开州区某乡

镇人%现从事农业生产工作%

)('?

年曾去广东省东莞

市打工%春节回乡后未再外出%无家族遗传性病史%无

吸烟及饮酒史%无高血压&冠心病及糖尿病史%既往无

特殊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平时身体状况良好'

)('B

年
)

月患者出现厌油&乏力&纳差等不适%无恶

心&呕吐&呕血&便血和黑便等不适症状%但未进行相

关检查及治疗'

)('B

年
;

月
'

日上午患者因自觉厌

油&乏力&纳差等不适症状加重%同时%伴尿黄&恶心&

干呕等遂来本院就诊%当日被本院门诊以+肝功能异

常,收入感染科住院治疗'入院查体!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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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自发病以来%精神不

振%胃纳较差%大便稀溏%小便黄浊%体质量稍有下降'

患者次日于本院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肝&胆&胰&

脾和双肾均无明显异常-检验查肝&肾功能提示丙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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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感染性

病毒提示乙型&丙型和甲型肝炎病毒均为阴性%而

+2-

抗体
Y

$

3

及
+6-

抗体
Y

$

3

阳性#参考值均为

阴性$'针对患者以上情况%入院后给予保肝&降酶&

退黄及抗病毒等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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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采集患者入院后清晨空腹静脉血%

分别用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法测定乙型&丙型和甲

型病毒%以及
+2-

和
+6-

%另外进行肝功能分析和

14<

及自身免疫性肝炎等血清学检测'检测
+2-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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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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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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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器为中国深圳雷杜

公司生产的酶标分析仪
=07'((

%方法采用酶联免疫

法%试剂和标准品及质控品均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检测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

抗体的仪器为
.Y51

化学发光仪%试剂由重庆新科生

物提供-检测肝功能和
14<

的仪器分别为西门子

12-Y1)A((

生化分析仪和
5%#L&"R&f<

化学发光

仪%试剂由西门子公司提供'以上所有检测过程严格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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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检测到本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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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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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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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体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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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免法$同为阳性%而同时检测甲型和丙型肝

炎病毒抗体及乙肝病毒
2:1

均为阴性'又筛查自身

免疫性肝炎也为阴性%

14<

结果稍高%但肝功能指数

严重升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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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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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后分别复查%其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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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和甲型病毒%以及
+2-

和
+6-

抗体检测结果

仍与上次相同%肝功能指数逐渐下降%但
14<

第
)

次

检测时严重升高%治疗后第
;

次复查
14<

明显下降%

肝功能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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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检测异常值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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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乙肝与丁型肝炎先后重叠感染或同时混合

感染%但本例患者检测甲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及乙

肝病毒
2:1

均为阴性%却发现
+2-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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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

+6-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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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阳性%由于本院检查手段的局限

性%无法对
+2-

和
+6-

抗体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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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因此%

无法确定本例患者
+2-

抗体
Y

$

3

阳性是否存在假

阳性的可能%故在本例患者入院治疗期间主要以急性

戊型病毒性肝炎对症治疗'本例患者在本院治疗
)(

余天明显好转后出院%医嘱门诊治疗随访'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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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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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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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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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阳性并不能说

明
)

种病毒并发感染%但复查
;

次仍检测出本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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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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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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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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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确实罕见%且

本例患者发病较急%病变较快%肝功能严重受损%在抗

病毒和保肝治疗
'(/

后%肝功能指数有所好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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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明显升高-在抗病毒和保肝治疗
)(

余天后

方明显好转'以往有研究表明%

+6-

存在于潜伏末

期及发病初期的患者粪便中%经粪
_

口途径传播%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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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治愈-而
+2-

主要经血液传播%具有高

度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可直接造成肝细胞损害%预后

较差%

+2-

和
+6-

并发感染%应及时诊治%有效控制

病情(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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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由于目前检验手段的局限性%仍无

法彻底排除
+2-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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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的可能%后续将继

续跟踪调查'

肝病患者在积极配合主治医生的抗病毒和保护

肝细胞的治疗前提下%应注意以下事项!#

'

$避免劳

累%注意休息%禁忌烟&酒和油腻辛辣食物'#

)

$患者

所用物品和排泄物应采用物理和药物消毒!物理消毒

如所用碗筷餐具可煮沸高温
'((]

%

%

(@8M

-所用衣

被宜在阳光下曝晒
%

7M

-其所丢弃的杂物和垃圾应

焚烧'药物消毒如患者和与之接触者的双手可用+易

适康,抗菌洗手液或肥皂涂搓后用流水冲洗数遍-所

居房屋家具及地板可用含
)C

次氯酸钠如+

BA

,消毒

液喷洒-而厕所和下水道可用+

BA

,消毒按说明浸泡'

#

;

$患者要加强食物营养%多食富含高蛋白和多种维

生素的动植物%摄入鸡鸭鱼肉和芝麻大豆类制品%转

化成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帮助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多食水果和蔬菜%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促进

肝脏的排毒功能-多食蜂蜜和五谷杂粮等富含淀粉和

纤维素%加强消化功能%补充日常所需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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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肝病并不可怕%只要积极治疗%结合饮

食营养和自身休息%是可有效预防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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