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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前
P*

抗原检测及其意义

韩文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七三八疗养院医疗部检验科!江苏无锡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前
P*

抗原"

.D>P*$<

1

#与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KT$W

#的相关性及其

在临床应用中的意义$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9MP<

#法测定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D>P*$<

1

和

-KT$W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在
((;

例乙型肝炎患者中
.D>P*$<

1

的阳性率为
4*54*3

!显著高于

-K><

1

的
/;5'+3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

!

!

%

)5)*

#'

.D>P*$<

1

在
-K><

1

"

e

#组的阳性率为

;'5*43

!明显高于在
-K><

1

"

c

#组的
'/5*23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4

!

!

%

)5)*

#$结论
!

.D>P*$

<

1

能反映
-KT

的复制情况和传染性!对
-KT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判断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前
P*

抗原'

!

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K

文章编号$

*4+/$2(''

"

/)*/

#

*4$/)'4$)/

!!

.D>P*$<

1

是
-K?<

1

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只存在于具有

传染性的完整的
-KTO@6>

颗粒上#由
*);

或
**2

个氨基酸组

成#其含有肝细胞受体#因而认为
.D>P*$<

1

也是病毒复制的标

志物之一#在
-KT

感染肝细胞和机体免疫应答方面起重要作

用,

*

-

)通过对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的
.D>P*$<

1

和

-KT$W

联合检测的结果进行分析#并对
.D>P*$<

1

和
-K><

1

的关系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标本来自
/)**

年
*

!

*/

月到无锡市某

医院就诊的
-KT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4'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5+

岁#诊断符合
/)))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

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 .病毒性肝炎诊断

标准/)

$5/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79

#离心分

离#

c/) R

保存待测)

.D>P*$<

1

和
-KT$W

$包括
-K?<

1

*

抗
$-K?

*

-K><

1

*抗
$-K>

和抗
$-K!

%定性检测均采用
V9MP<

法#其中
.D>P*$<

1

检测试剂盒由上海阿尔法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

-KT$W

定性检测试剂盒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检测仪器使用
KB%=>L$V9i;))

酶标仪和
KB%=>L$

V9i')

洗板机#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和判定结果)

$5'

!

统计学处理
!

用
P.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阳

性率之间的对比采用
(

/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5$

!

不同
-KT$W

模式与
.D>P*$<

1

检出率比较
!

同时对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D>P*$<

1

和
-KT$W

进行测定#

检测结果见表
*

)

.D>P*$<

1

在
-K?<

1

$

e

%*

-K><

1

$

e

%*

-K$

!<A

$

e

%模式和
-K?<

1

$

e

%*

-K><

1

$

e

%模式的阳性率显著

升高#分别为
;'52;3

和
;)52'3

(在
-K?<

1

$

e

%*

-K><A

$

e

%*

-K!<A

$

e

%模式和
-K?<

1

$

e

%*

-K!<A

$

e

%模式的

.D>P*$<

1

阳性率分别为
(+5//3

和
4/5')3

)

/5'

!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D>P*$<

1

与
-K><

1

相关分

析
!

.D>P*$<

1

在
-K><

1

$

e

%组的阳性率为
;'5*43

#明显高

于
-K><

1

$

c

%组的
'/5*23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4

#

!

%

)5)*

%#见表
/

)

表
*

!

不同
-KT$W

模式中
.D>P*$<

1

的阳性率

-KT$W

模式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3

%

-K?<

1

$

e

%*

-K><

1

$

e

%*

-K!<A

$

e

%

*)+ 2/ ;'52;

-K?<

1

$

e

%*

-K><

1

$

e

%

/* *+ ;)52'

-K?<

1

$

e

%*

-K><A

$

e

%*

-K!<A

$

e

%

/*4 *)/ (+5//

-K?<

1

$

e

%*

-K!<A

$

e

%

*)( 4' 4/5')

合计
((; /+4 4*54*

表
/

!

((;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D>P*$<

1

与

!!!

-K><

1

相关分析

组别
.D>P*$<

1

$

,

%

$

e

% $

c

%

合计

$

,

%

.D>P*$<

1

阳性率$

3

%

-K><

1

$

e

%组
*)2 *2 */; ;'5*4

-K><

1

$

c

%组
*4+ *': :/) '/5*2

合计
/+4 *+/ ((; 4*54*

'

!

讨
!!

论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KT

%引起的一种世界性的

传染性疾病#是国内流行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之

一)

.D>P*$<

1

是
-KT

外膜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KT

基

因前
P*

区编码的产物#在
-KT

感染宿主细胞的过程中起着

关键作用(

-K><

1

是
-KT

核心内部成分#是临床上判断病毒

在宿主体内复制并具有传染性的重要血清学指标#其出现常提

示
-KT

复制活跃和传染性强,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

例乙型肝炎患者中#

.D>P*$<

1

检

出
/+4

例#阳性率为
4*54*3

(

-K><

1

检出
*/;

例#阳性率为

/;5'+3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

#

!

%

)5)*

%#

表明
.D>P*$<

1

检出
-KT

的灵敏度高于
-K><

1

#是一个较好

的反映病毒复制的指标#对于
-K?<

1

携带者来说#检测

.D>P*$<

1

较检测
-K><

1

更有意义#能更敏感地反映
-KT

感

染者有无传染性)

*/;

例
-K><

1

$

e

%的两种模式中#检出

.D>P*$<

1

$

e

%

*)2

例#阳性率为
;'5*43

#表明
.D>P*$<

1

与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9@AW>EH8B6

!

<"

1

"?#/)*/

!

T%852

!

X%5*4



-KT

的复制指标
-K><

1

检测率高度符合(

:/)

例
-K><

1

$

c

%的两种模式中#检出
.D>P*$<

1

$

e

%

*4+

例#阳性率为

'/5*23

(结果表明
.D>P*$<

1

在
-K><

1

$

e

%组中的检出率

$

;'5*43

%显著高于
-K><

1

$

c

%组的$

'/5*23

%#两者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g/'5/4

#

!

%

)5)*

%#与其他文献报道的

基本一致,

:

-

#表明
-K><

1

$

c

%时并不能排除
-KT

的清除或复

制水平减低)

.D>P*$<

1

在
-KT

感染早期就可以检出#可作为

-KT

急性感染的早期诊断指标,

(

-

#以及在
-K><

1

$

c

%时仍有

病毒复制#因此#

.D>P*$<

1

和
-K><

1

均能反映
-KT

的复制

情况#但
.D>P*$<

1

检出
-KT

的灵敏度高于
-K><

1

#更能客观

地反映病毒在体内的活动状态#是对
-KT$W

尤其是
-K><

1

检测的一个重要补充,

'$4

-

)

急性乙型肝炎患者
.D>P*$<

1

转阴越早#预后越好#是病毒

清除的最早迹象#反之#如果
.D>P*$<

1

持续阳性#将发展至慢

性乙型肝炎#预后较差,

+$;

-

(在慢性
-KT

感染中#

.D>P*$<

1

持

续阳性提示病情进展和恶化)

.D>P*$<

1

检测与
-KT$OX<

检

测相比操作简单*成本低又有高度的符合率,

2

-

#值得无条件开

展
-KT$OX<

检测的医疗单位推广应用#

.D>P*$<

1

能反映

-KT

的复制情况和传染性#对
-KT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判断

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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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因
<K,

溶血应用换血术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血液内环境中血清钙离子浓度造成

的变化$方法
!

对
*4

例确诊为
<K,

溶血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采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使用
,

型红悬%

<K

型血浆!配血量为
*')

!

*+)79

&

L

1

!换血速度为
2/79

-

L

1

c*

-

0

c*

!检测治疗前和换血后
*0

内微量元素血钙值$

结果
!

换血治疗前后患儿血清钙离子浓度变化较大!血钙浓度较低时出现了不良反应$结论
!

微量元素血钙检测

时!只需要患儿末梢血
()

#

9

!检测时间
*)7B6

内可以完成!其操作简便!结果快速%准确!能保证临床对检查结果的

及时性!对血钙的监测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新生儿'

!

<K,

溶血症'

!

血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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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K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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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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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溶血症在中国是常见病#约占新生儿疾病的
:3

左

右#主要因母婴血型不合#母血中抗体进入新生儿的血液循环

并进而破坏新生儿的红细胞#导致发生溶血性贫血的一类疾

病,

*

-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黄疸和生后短时间内出现进行

性重度黄疸#可引起贫血水肿*肝脾肿大#甚至发生胆红素脑

病)换血治疗是现在医学公认的治疗新生儿
<K,

溶血症快

速有效的方法#但换血术治疗有较大风险#其中血清钙离子浓

度变化是危及患儿生命的重要指标#现将换血术治疗前后血钙

离子浓度变化的对比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因

<K,

溶血造成高胆红素血症进行换血术治疗的新生儿
*4

例)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平均
'*5*0

)测定胆红

素!血清总胆红素平均值为
:(/77%8

"

9

)

$5/

!

仪器与试剂
!

K-':))P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血*血清

多元素检测试剂#均由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5'

!

方法
!

采患儿未换血时末梢血和换血治疗后
*0

末梢

血#用
K-':))P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进行微量元素血钙检测)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45)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前后

组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血钙值为$

/5+*h)5(2

%

77%8

"

9

#并且临床未出现异

常表现#

*

例测定结果为
/5)/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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