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Q;3

.

阳性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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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相关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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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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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Q;3

.

阳性者血清中
\QVPW3

及乙型肝炎病毒前
O#

抗原"

ZA:O#3

.

$和乙型肝炎
:

抗

原"

\Q:3

.

$的关系及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对
)(+

例临床血清标本采用
!/JO3

方法检测
\Q:3

.

和
ZA:O#3

.

!

荧光定量
Z"̀

法检测
\QVPW3

%结果
!

\Q:3

.

阳性组
ZA:O#3

.

阳性率为
+*'&2

!

\QVPW3

阳性率为
%#'$2

#

\Q:3

.

阴性组
ZA:O#3

.

阳性率为
,5'*2

!

\QVPW3

阳性率为
,,'*2

%患者血清
ZA:O#3

.

与
\QVPW3

结果无

明显差异"

!

%

$'$,

$%结论
!

ZA:O#3

.

与
\QVPW3

符合率较高!比
\Q:3

.

更能反映病毒复制情况!可作为一项

新的病毒复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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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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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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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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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乙型肝炎病毒$

\QV

&感染高发地区#

\QV

携带者

数量众多)

\QV

为嗜肝病毒科家族的成员之一#是一种新的

肝非细胞病变的
PW3

病毒#可引起包括慢性无症状携带*慢

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等一系列肝脏疾病+

#

,

)掌握
\QV

在体内的复制情况#对准确判断病情以及对抗病毒治疗的准确

监测具有重要的意义)临床上检测病毒及其复制程度的方法

主要是
!/JO3

测
\QV

标志物和
Z"̀

测
\QVPW3

)传统观

念曾认为乙型肝炎
:

抗原$

\Q:3

.

&阴性可作为病毒复制不活

跃的标志#现已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约有
#

"

)

的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
\Q:3

.

阴性#但仍伴有高水平的
\QV

复制+

&

,

)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

\QV

前
O#

$

ZA:O#

&蛋白主要存在于

P=8:

颗粒和管型颗粒上#含有细胞膜受体#其存在反映病毒活

动性复制和肝损害#在
\QV

感染*装配*复制和刺激机体产生

免疫反应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前
O#

抗原

$

ZA:O#3

.

&抗体系统与
\QV

复制关系密切#影响病情的发展

和
\QV

感染的预后)本文对
)(+

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Q4

;3

.

&阳性患者血清进行
\Q:3

.

*

\QVPW3

及
ZA:O#3

.

对比

检测#评价各指标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临床收集
\Q;3

.

阳性标本
)(+

例)所有标

本均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门诊及住院患者清晨空腹血#采用密闭真空管采集#

)$$$A

"

-78

离心分离血清#选用无脂血*无溶血标本#年龄为
#$

!

+$

岁#其中男
&&+

例#女
#5$

例)

$'/

!

仪器与试剂
!

\QVPW3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h4

Z"̀

&所用仪器系美国
3QJ

公司生产的
3QJ*)$$

自动荧光

Z"̀

仪#

\QVPW3]h4Z"̀

试剂盒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

中心提供%

\Q:3

.

!/JO3

所用仪器系芬兰生产的
L:CC;@=8

0[)

酶标仪#

\Q:3

.

试剂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

\QVZA:O#3

.

试剂由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生产)

$''

!

方法
!

\Q:3

.

*

ZA:O#3

.

以
!/JO3

法*全自动酶标仪完

成)

\QVPW3

应用
]h4Z"̀

法测定)所有试验严格按试剂

说明书进行#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

例
\Q;3

.

阳性患者中血清
ZA:O#3

.

阳性
&,&

例

$

(+',2

&%

\QVPW3

阳性
&($

例$

*$'*2

&)

/'/

!

血清
\Q:3

.

与
ZA:O#3

.

*

\QVPW3

检测结果见表
#

)

结果显示#

\Q:3

.

阳性组中#

ZA:O#3

.

和
\QVPW3

的阳性率

分别为
+*'&2

和
%#'$2

#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Q:3

.

阴性组中#

ZA:O#3

.

和
\QVPW3

阳性率分别

为
,5'*2

和
,,'*2

#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提

示
ZA:O#3

.

和
\QVPW3

二者有较好的相关性)

表
#

!

\Q:3

.

和
ZA:O#3

.

)

\QVPW3

的相关性

组别
+

ZA:O#3

.

阳性数$

+

& 阳性率$

2

&

\QVPW3

阳性数$

+

& 阳性率$

2

&

\Q:3

.

阳性
#,( #)( +*'& #5& %#'$

\Q:3

.

阴性
&#& ##( ,5'* ##+ ,,'*

!!

注!

\QVPW3

阳性结果为
\QVPW3

%

#$

)

@6

BH

"

-/

)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

!

讨
!!

论

ZA:O#3

.

是
ZA:O#

基因编码的外壳表面抗原蛋白成分之

一#与
\QV

的组装*分泌和入侵肝细胞密切相关+

)

,

#

ZA:O#3

.

的持续存在提示病毒复制和病毒颗粒存在)近年来#它已成为

一种新的
\QV

检测标志物)

\Q:3

.

曾被认为是反映病毒复

制的灵敏指标+

5

,

#但有研究证实#

\QV

感染宿主后#为逃避免

疫应答而发生前
"

区与
"

区基因的突变#使
\Q:3

.

分泌减

少+

,

,

)因此#

\Q:3

.

阴性并不意味着
\QV

被清除或复制水

平的降低+

(

,

)

本检测中
\Q:3

.

阴性组
ZA:O#3

.

和
\QVPW3

阳性率

分别为
,5'*2

和
,,'*2

#

\Q:3

.

阳性组中
ZA:O#3

.

和
\QV

PW3

阳性率分别为
+*'&$2

和
%#'$2

#说明
ZA:O#3

.

比

\Q:3

.

能更准确*灵敏地反映
\QV

的感染及复制#且与金标

准
\QVPW3

有更高的符合率#与相关报道一致+

*

,

)

综上所述#本试验再次证实了
\Q:3

.

阴性患者仍可能存

在病毒复制#而
ZA:O#3

.

检测可能比
\Q:3

.

更有意义)

Z"̀

检测
\QVPW3

虽然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但对实验条件要求

较高*费用偏贵#许多基层医疗单位未能开展)

ZA:O#3

.

可通

过双抗体夹心法测定#对实验条件相对低且费用更低#因此

ZA:O#3

.

是反映
\QV

复制且检测简便*理想的血清学指标#

尤其在病毒发生变异后#

\Q:3

.

阴转仍存在病毒复制可能时

有特别的价值#对指导抗病毒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一

些未开展
\QV PW3

检测的医院#可作为
Z"̀

检测
\QV

PW3

#诊断
\QV

是否复制等的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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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内的血液和影响酶消化的
"=

&d

#又可以在灌注酶液后扎紧

结扎口#使酶液充分灌注到肝脏的每个部分#充分消化肝实质

细胞和胶原#有利于后续细胞的分散)$

&

&细胞铺板后
)$-78

#

收集未贴壁的细胞重新铺板#有效去除
[D

B

??:A

细胞的影响#

因为
[D

B

??:A

细胞和
\O"

的沉降系数相似#因此分离纯化的

\O"

中往往含有
[D

B

??:A

细胞#影响细胞的纯度+

+

,

#这一直是

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本研究根据
[D

B

??:A

细胞比较容易

贴壁的特点#一般铺板
)$-78

可以贴壁#而此时大部分
\O"

没有贴壁#因此#此时用一步去除大部分
[D

B

??:A

的干扰#增加

了
\O"

的纯度)$

)

&选用液体的
N

B

<7

B

A:

B

梯度分离液)传统

的分离液为固体
W

H

@6E:8a

#配置过程需滤过除菌#操作复杂%

而
N

B

<7

B

A:

B

为无菌液体#使用时仅需按要求稀释#操作简便#

更加容易精确控制浓度)$

5

&吸取密度梯度分离后的细胞时#

尽量少地吸取细胞层下面介质中的细胞#可以防止
[D

B

??:A

细

胞和其他非实质细胞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摸索出的这一套
\O"

分离培养及鉴定方法#

经多次实验证实#在保证
\O"

纯度的同时#提高了产量和活

率#为进一步研究
\O"

在肝损伤后细胞基质的沉积及纤维化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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