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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患者抗核抗体检测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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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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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检测乙型肝炎"简称乙肝$!乙肝后肝硬化'肝癌患者血清中抗核抗体"

2Z2

$的意义%方

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

$对
'0%

份血液标本进行
2Z2

检测!其中乙肝组
"0'

例'乙肝后肝硬化组
?0

例'肝癌组
%'

例!健康对照组
$"

例%结果
!

健康对照组
2Z2

阳性
'

例"

?#(\

$'乙肝组
2Z2

均值为
&#(!

!阳性

%?

例"

!(#?\

$#肝硬化组
2Z2

均值为
!#&0

!阳性
!0

例"

'(#(\

$#肝癌组
2Z2

均值为
!#&A

!阳性
"!

例"

'0#$\

$%

各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肝硬化组'肝癌组与乙肝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乙肝后肝硬化与肝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2Z2

的检测对乙肝的预后判断'发展和转归有

一定意义%

"关键词#

!

肝炎!乙型#

!

抗核抗体#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肝硬化#

!

肝肿瘤
!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A"10?%%

"

"&!!

$

&%1&%A"1&"

34+-+564A648<;J6-7+0-854<6>6-7+C;9

:

7<,7+-

=

67+<-7,I+7??<

=

67+7+,V

!

%23<#:

0

7(6#

$

2

>>

#,#9G?O<#9:

0

H?#5-K

F

#7

G9,

#

B-6G/?9KGD:#S?(K#G

I

#

39:

'

#:

0

#

<#9:

0

K6"!&&?(

#

+/#:9

&

'

EC,7>657

(

!

"C

*

<57+A<

!

BCLJED=GL

O

FGDGHD=L

O

JLILKFJKDCIGHDFJGL1J<K8DF*FJGLNCM

9

$

2Z2

&

GD=GLJ=D*<:IC*GHD

;

FGLDJG=QLGHHD

;

FGLGL=a

$

5a

&#

5a18LED*KL**HC=L=FJM8LED*KFJKD*#F<7?;9,

!

.JP

9

:D18LJTDML::<JC=C*NDJGF==F

9

$

.+-,2

&

QF=<=DMIC*2Z2GD=GCJ'0%N8CCM=

;

DKL:DJ=

#

LJK8<MLJ

O

"0'KF=D=CI5a

#

?0KF=D=CI5a18LED*KL**HC=L=

#

%'KF=D=CI8LED*KFJKD*FJM$"HDF8GH

9

KCJG*C8=#G<,847,

!

-JKCJG*C8

O

*C<

;

#

'KF=D=

$

?#(\

&

QD*D2Z2

;

C=LGLED

%

LJ5a

O

*C<

;

#

2Z2:DFJQF=&#(!FJM

;

C=LGLEDLJ%?KF=D=

$

!(#?\

&%

LJ5a18LED*KL**HC=L=

O

*C<

;

#

2Z2:DFJQF=!#&0FJM

;

C=LGLEDLJ!0KF=D=

$

'(#(\

&%

LJ5))

O

*C<

;

#

2Z2:DFJQF=!#&AFJM

;

C=LGLEDLJ"!KF=D=

$

'0#$\

&

#cLIID*DJKD=ND1

GQDDJDFKHCIKF=D

O

*C<

;

=FJMKCJG*C8

O

*C<

;

QD*D=GFGL=GLKF88

9

=L

O

JLILKFJGIC*5a18LED*KL**HC=L=

O

*C<

;

$

L

&

&#&!

&#

IC*

8LED*KFJKD*

O

*C<

;

KC:

;

F*DMQLGH5a

O

*C<

;

$

L

&

&#&%

&

FJMJCG=GFGL=GLKF88

9

=L

O

JLILKFJGIC*5a1KL**HC=L=FJM8LED*KFJK1

D*

$

L

(

&#&%

&

#3;-548,+;-

!

BHD=D*<:2Z2GD=G*D=<8G=CIGHD

;

FGLDJG=QLGH5a

#

5a1KL**HC=L=FJM8LED*KFJKD*QD*D

=L

O

JLILKFJG8

9

HL

O

HD*GHFJGHFGCIGHDKCJG*C8

O

*C<

;

#BHD2Z2GD=GL=<=DI<8IC*DEF8<FGLJ

O

GHD5a

;

*C

O

JC=L=

#

MDED8C

;

1

:DJGFJM*D

O

*D==LCJ#

'

H<

:

I;>9,

(

!

HD

;

FGLGL=a

%

!

FJGL1J<K8DF*FJGLNCM

9

%

!

DJP

9

:D18LJTDML::<JC=C*NDJGF==F

9

%

!

8LED*KL**HC=L=

%

!

8LED*KFJKD*

!

!!

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是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急性感染

后还可发展为慢性#甚至转变为肝硬化/肝癌#危害十分严重)

近年研究表明病毒感染可能与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

+

#在肝病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到多种自身抗

体*

"1'

+

)因此#自身免疫在病毒性肝炎发病机制/病情发展以及

癌变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为进一步了解自身抗体在乙肝

中的检出率及在病情转归中的作用#本研究检测
'0%

例乙肝/

乙肝后肝硬化/肝癌患者血清中的有关抗核抗体$

2Z2

&水平#

并进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

就诊的门诊及住院乙肝患者
"0'

例#其中男
""'

例#女
A&

例#

平均年龄$

?&̀ !"

&岁%乙肝后肝硬化
?0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肝癌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平均年龄$

%"`!?

&岁)乙肝和肝硬化诊断标准均符合

"&&&

年0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1所规定的标准*

?

+

#原发性肝癌

诊断主要根据甲胎蛋白$

2b/

&阳性和影像学检查有肝占位性

病变为诊断标准)健康对照组为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A

&岁)

$#/

!

方法
!

标本!采集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后待测)

5aY

血清标志物检测!采用
.+-,2

法#试剂盒为北京金豪制药有限

公司产品)

2Z2

采用
.+-,2

法检测#试剂购于美国宙斯科技

有限公司#操作及结果判断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

各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慢性乙肝/乙肝后肝硬化/肝癌患者
2Z2

阳性检出率分

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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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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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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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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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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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

健康对照组
?#(\

$

'

"

$"

&%健康对照组/慢性乙肝/乙肝后肝硬

化/肝癌患者
2Z2

含量见表
!

)肝癌组/乙肝后肝硬化组与慢

性乙肝组相比较#

2Z2

阳性检出率/

2Z2

含量的均值明显升

高%慢性乙肝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2Z2

阳性检出率/

2Z2

含

量的均值都明显升高%而肝癌组与乙肝后肝硬化组的阳性检出

率/

2Z2

含量的均值均无明显差异)

表
!

!

各组
2Z2

含量比较%

8 K̀

'

组别
: 2Z2

含量

健康对照组
$" &#%0̀ &#!0

乙肝组
"0'

&#(!̀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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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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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2Z2

含量比较%

8 K̀

'

组别
: 2Z2

含量

肝硬化组
?0

!#&0̀ &#A?

*

肝癌组
%'

!#&À &#0?

*,

!!

注!与健康对照组/乙肝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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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乙肝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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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硬化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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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5aY

感染是肝炎中感染率最高的一种高发疾病#

据不完全统计
5aY

携带者占人群
!&\

#

!%\

#它所导致的慢

性肝炎往往转化为肝硬化/肝癌)目前认为#乙肝患者的肝细

胞病变并非是
5aY

直接对肝细胞的破坏#而是人体对
5aY

的免疫应答所引起的免疫损伤造成肝组织的炎症坏死*

%

+

#这种

免疫应答包括自身免疫反应)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发现
5aY

感染存在各种自身免疫现象#主要表现为在
5aY

感染者血清

中检测出多种自身抗体)有研究显示#随着肝炎的病理改变趋

向慢性化和恶性化#多种自身抗体的阳性率和水平都有提高的

趋势*

$

+

)因此#自身免疫在乙肝发病机制/病情发展及癌变中

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慢性病毒性肝炎$主要是乙

型/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存在多种自身免疫性抗体*

A

+

#

2Z2

是较常出现的自身抗体)

本文选取了
'0%

例慢性乙肝/乙肝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血清#用
.+-,2

法对其
2Z2

进行了检测

及分析#慢性乙肝/乙肝后肝硬化/肝癌患者
2Z2

阳性检出率

分别为
!(#?\

$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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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

'0#$\

$

"!

"

%'

&#均高

于健康对照组
?#(\

$

'

"

$"

&#肝硬化组/原发性肝癌组与乙肝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果表明#慢性乙肝患

者的
2Z2

含量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与乙肝后肝硬化及

原发性肝癌亦有显著性差异)这与范列英等*

(10

+报道在慢性肝

病/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中检测到自身抗体的结论相符合)本

文检测的肝硬化组与原发性肝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其肝癌的
2Z2

检出率较张海萍等*

!&

+报道肝癌中

2Z2

检出率低#其可能原因!$

!

&检测自身抗体实验方法/试剂

有所不同#其实验的灵敏度/特异性会有差别%$

"

&选取的检测

人群数量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也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但

与国内一些用
.+-,2

方法检测
2Z2

报道的结果基本相

符*

!!

+

)研究结果显示#

5aY

感染可引发自身免疫性反应#导

致机体自身免疫紊乱)

现有文献报道/研究的检测结果已证实#慢性乙肝/乙肝后

肝硬化/肝癌患者体内存在自身抗体#而
2Z2

是最常见的#是

非特异性的自身抗体之一#提示
5aY

感染可引发机体自身免

疫紊乱#产生自身抗体*

!"1!A

+

)研究认为#乙肝能诱发自身免疫

性肝炎#对治疗药物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

+

)

综上所述#对
5aY

感染者检测自身抗体有助于了解机体

的免疫状况#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治疗用药#与自身免疫性肝炎

作鉴别诊断#对乙肝的预后判断/发展和转归有一定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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