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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作为我国最常见的传染

病'在慢性乙肝的进展中'随着肝小叶结构的破坏及

肝纤维化的形成'最终会导致肝硬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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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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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过程中'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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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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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激活'抑制甚至清除乙肝病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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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与乙肝的病情程度及临床类型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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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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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细胞

中不存在'在刺激时它是由细胞合成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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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启动子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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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

性多见于不同位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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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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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等&启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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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肝癌患

者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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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导途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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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中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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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与乙肝肝硬化的关系'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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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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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后肝硬化的发病机制主要与乙肝病毒

的感染和侵袭有关'也与患者的遗传易感性和免疫功

能有关'在研究乙肝后肝硬化的遗传易感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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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受遗传因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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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种

由炎性反应机制产生的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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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

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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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与其他细

胞因子共同促进肝星状细胞的增殖和纤维增殖'抑制

肝细胞的生长'阻止肝细胞的再生'参与肝硬化的形

成和发展&持续高水平的
+

诱导可促进肝星状细胞

的增殖和纤维增生'体外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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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动子
\"#)E

的等位基因与肝硬化的增加有关(

,

)

&此

次研究结果显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和健康对照

者相比较'肝硬化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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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型明显高于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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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Y;

+

\"#)c

"

<

可作为肝硬化的诊断及治疗

疗效评估&既往研究显示
V.U&1<

阳性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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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明显高于阴性组'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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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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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在健康人与乙肝肝硬

化以及慢重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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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
V.U

慢性感染临床类型中分

布频率之间的差异&且在重度乙肝*乙肝肝硬化*慢

性重型肝炎及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血清学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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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于高活性状态'其含量明显高于慢乙肝轻

度患者'并且发现它的含量与病毒复制活跃有关&汉

族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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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与不同慢性肝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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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可以作为肝硬化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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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目前认为宿主免

疫功能障碍是其病理损害的主要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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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是免

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激活不仅需要直接刺激

外源抗原'还需要细胞间表面分子的相互作用来传递

共刺激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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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是另一种重要

的途径'它不仅参与和维持正常生理状态中许多重要

的生理功能'许多病理过程往往是由该通路的失调或

紊乱以及低或无能力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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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用
%&'#

单克隆

抗体也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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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增殖'使
.

细胞表面的许多黏

附分子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导致细胞聚集'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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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相互作用(

!'

)

&此次研究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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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肝硬化的诊断及治疗疗效评估&肝

硬化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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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基因型明显

高于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既往研

究显示
%&'#

的阳性表达在正常脾脏与巨脾组织中存

在显著差异'而且其表达随肝功能不全的加重和巨脾

分级增高而逐渐降低&这表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

时巨脾的免疫功能状态处于明显低下的状态'

%&'#

有可能成为一种术前判定肝硬化及脾脏免疫功能的

有价值的检测指标'对于指导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术

中脾脏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定的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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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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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cc

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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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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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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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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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明显高于健康者'

*1Y;

+

;"#)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BRSE>Q?M

!

T?

K

B?J>?@$#!,

!

U=H3'#

!

1=3!)



E

*

%&'#;@9H))")"$

基因可以选为肝硬化易感基因的

遗传标记'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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