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乙型肝炎病毒前
Q'

抗原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智润!聂永卿!崔红萍!杨桂华"云南省保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C***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前
Q'

抗原与病毒复制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N7TQ-

#

和荧光定量"

/!4

#检测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的前
Q'

抗原&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5R#-

=

#和乙型肝炎病毒脱氧

核糖核酸"

5RW36X-

#$结果
!

'**

例乙型肝炎患者标本中!前
Q'

抗原
:C

例阳性!阳性率为
:CV

%

5RW36X-C,

例阳性!阳性率为
C,V

%

5R#-

=

B,

例阳性!阳性率为
B,V

!在
B,

例
5R#-

=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例数为
AA

例!阳

性率为
:CV

!

5RW36X-

的阳性例数为
A@

例!阳性率为
CCV

!前
Q'

抗原与
5RW36X-

的差异性用
"

) 检验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8*B

#$在
C,

例
5RW36X-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例数为
:A

例!阳性率为
C,V

!

5R#-

=

阳性例

数为
B*

例!阳性率为
BCV

!前
Q'

抗原与
5R#-

=

的检测结果用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结论
!

乙型

肝炎病毒前
Q'

抗原与
5RW36X-

高度相关!是乙肝病毒在体内复制的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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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Q'

抗原是乙型肝炎病毒$

5RW

%外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细胞和机体免疫应答反应中起重要作

用+

'

,

)近年来随着对前
Q'

抗原的深入研究#发现它可以反映

5RW

在体内的复制情况以及传染性强弱#对乙型肝炎的诊断*

治疗*预后评估有一定的价值+

)

,

)本研究通过对
5RW

前
Q'

抗原
5RW#

抗原$

5R#-

=

%*

5RW

脱氧核糖核酸$

5RW36X-

%

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前
Q'

抗原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乙型肝炎患

者血清标本
'**

例#男
,A

例#女
(,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A*8B

岁#其表面抗原均阳性#诊断符合
)***

年
@

月病毒肝炎

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排除其他类型肝炎)

$8/

!

试剂与方法
!

5RW

前
Q'

抗原和
5R#-

=

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试剂盒由上海科华和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提

供#

5RW36X-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4

检测#试剂盒由广州达

安公司提供)

$8'

!

统计学分析方法
!

应用
Q/QQ''8B

统计软件包进行
"

)

检验#以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见表
'

*表
)

)在
B,

例
5R#-

=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例

数为
AA

例#阳性率为
:CV

#其中以
5RW36X-

#

B***?<

G+

"

J7

为阳性判断标准#

5RW36X-

阳性例数为
A@

例#阳性率为

CCV

#前
Q'

抗原与
5RW36X-

检测结果经
"

) 检验#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8*B

%#表明前
Q'

抗原与
5RW36X-

检测结果

有较高的符合率)

表
'

!

B,

例
5R#-

=

阳性患者前
Q'

抗原和

!

5RW36X-

检测结果的比较

5RW36X-

前
Q'

抗原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A* @ A@

阴性
A ( :

合计
AA ') B,

表
)

!!

C,

例
5RW36X-

阳性患者前
Q'

抗原

!!

与
5R#-

=

的关系%

0

&

5RW36X-

前
Q'

抗原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A* '* B*

阴性
(A ) (,

合计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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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例
5RW36X-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例数为
:A

例#阳

性率为
C,V

#

5R#-

=

阳性例数为
B*

例#阳性率为
BCV

#前
Q'

抗原与
5R#-

=

检测结果经
"

) 检验#

!9

"

*8*B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明前
Q'

抗原在提示病毒复制方面的临床价值优于

5R#-

=

)

'

!

讨
!!

论

5RW

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感染他人#其引起的乙型肝

炎是目前流行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之一)其流行

不仅影响整个民族的健康素质#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已成为我国目前最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估计#

全世界现有
5RW

携带者
(8B

亿#其中我国有
'8)

亿+

(

,

)目前#

对乙型肝炎的诊断主要通过检测血清学标志物*

5RW36X-

以

及肝功能的情况#结合临床表现综合判断)传统的血清学标志

物乙型肝炎两对半只能反映人体对
5RW

的免疫状态#不能直

接反映
5RW

在患者体内的复制状况#也不能作为患者是否具

有传染性的直接证据+

A

,

)

5RW36X-

含量是判断病毒复制活

跃和具有传染性的直接证据#近年来已有学者研究显示前
Q'

抗原和
5RW36X-

有很高的相关性+

B3,

,

)人体感染
5RW

后#

最早的免疫应答针对的是前
Q'

抗原#检测前
Q'

抗原可反映机

体的免疫状况#病情的转归#在一定程度上提示
5RW

的复制

情况+

:

,

)

本研究针对
'**

例
5R%-

=

阳性的乙型肝炎患者进行前

Q'

抗原*

5RW36X-

和
5R#-

=

的检测#结果显示!在
B,

例

5R#-

=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与
5RW36X-

阳性检出率为

:CV

和
CCV

#

5RW36X-

与前
Q'

抗原检测结果经
"

) 检验#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

+

C

,

)

C,

例
5RW36X-

阳性组中#

前
Q'

抗原与
5R#-

=

阳性检出率为
C,V

和
BCV

#

5R#-

=

与前

Q'

抗原检测结果经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

检测结果与马兰等+

@

,的结果相符合#其研究显示!

A)*

例乙肝

患者前
Q'

抗原与
5RW36X-

总检出率分别为
,'8@V

和
,CV

#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R#-

=

阳性组中前
Q'

抗原*

5RW3

6X-

阳性率分别为
@A8'V

和
@A8:V

#

5R#-

=

阴性组中前
Q'

抗原*

5RW36X-

阳性率分别为
A(8AV

和
B)8CV

(

)C,

例

5RW36X-

阳性中前
Q'

抗原阳性率为
CC8'V

#

5R#-

=

阳性率

A@8(V

#两检测标志物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还与

大多数文献的结果相符合+

'*3'(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前
Q'

抗原与
5RW36X-

检测结果有较

高的符合率#对临床评估
5RW

复制和传染性强弱方面有提示

作用#且其价值优于
5R#-

=

#

5R#-

=

阴性并不完全表示
5RW

复制的终止#而有可能是
5RW

为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发生了

!

区变异导致
5R#-

=

阴性+

'A

,

)

综上所述#前
Q'

抗原在对病毒复制以及传染性强弱的提

示作用中#与
5RW36X-

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优于
5R#-

=

#可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5RW

复制及传染性强弱#另外前
Q'

抗原

不仅对病毒在体内的复制情况有提示作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疾病的转归和了解乙肝患者是否携带
5RW

变异株)表

明
5RW

前
Q'

抗原可作为判断
5RW

感染和复制的临床辅助

指标#因其在
5RW 5R#-

=

检测阴性时可作为很好的补充项

目#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漏检#对临床评估乙型肝炎的治疗效果*

病情转归和预后判断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B

,

)

近期研究结果显示前
Q'

抗原在
5RW

感染的病程中先于

5RW36X-

转阴#能较早预示病情的好转#对疾病的预后以及

临床用药均有较好的指导价值)目前前
Q'

抗原主要用

N7TQ-

法检测#与
5RW36X-

检测的
/!4

法相比#方法直接#

操作简单#适合在临床广泛地开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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