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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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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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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低值乙肝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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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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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为临床和科研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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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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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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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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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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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
L

组进行乙肝五项检测及
'

个月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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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测

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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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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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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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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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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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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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
ZJFS-

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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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

UT1-8

'

UT?-8

同时阳性或
UT?-8

单项阳性的患者!进行
'

个月追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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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符合率提高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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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ZLJF-

法检测低值
UT:-

@

的灵敏度明显高于
ZJFS-

法!能有效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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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UTM

%感染是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问题

之一+全球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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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曾感染过
UTM

#其中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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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人转化为慢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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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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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死于
UTM

感染引起

的急性重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此外还新增感染
#$"

万人#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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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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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
UTM

感染的高发流行地区#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群中乙肝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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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携带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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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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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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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UTM

感染最主要的病原标志和直接

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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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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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者在人群中占

有一定比例#正常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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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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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血清学特征复杂多变#

UTM

感染者会在

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血清标志物#且不同时期的血清标志物浓

度不一#因此选择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对乙型肝炎的临床诊

断,治疗,疗效观察及预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大部

分医疗机构正在由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ZJFS-

%法检测向电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

ZLJF-

%技术发展#本文对
ZLJF-

检测低值

UT:-

@

的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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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输血前

和手术前
ZLJF-

检测血
UT:-

@

$结果为
")"$

!

")$"Ff

"

9J

%

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WLUF/ZL/;%""":5

化学发光免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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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观察
-

,

T

,

L

组中#

ZLJF-

法和
ZJFS-

法检测
UT:-

@

的阳性符合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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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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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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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乙肝五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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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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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结果为阳性#则不再追踪#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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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

测结果仍为阴性的患者#再连续追踪
&

个月#方法同上#观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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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符合率是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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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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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V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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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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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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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验#以
A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组与
T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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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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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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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感染人群中#有一部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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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低值水

平状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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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机体处于感染
UTM

的早期

即窗口期#体内虽有病毒复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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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呈低水平表达+

另外#还有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毒
S

区或
P

区基因突变

也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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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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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低值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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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的隐匿性乙型肝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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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加之目前

的
ZJFS-

诊断试剂对不同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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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能力不相同#使

血清中低值水平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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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型肝炎患者易被漏检+正如马

红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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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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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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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查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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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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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UT.

:-

@

的敏感性更高+但低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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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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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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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传染性#因此低值水平
UT.

:-

@

的检出率对乙型肝炎的诊断,疗效观察#特别是对于流行

病学调查,控制母婴传播,保障输血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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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检

测系统是以顺磁性珠作为包被载体#与标本中的相应抗体或抗

原结合后#加入吖啶酯作为标记#在特定的磁场区发生沉积#经

反复洗涤使抗体与抗体复合物或游离抗原分离#加入激发液与

预激发液后#测定其相应的发光强度即可判断标本的抗原抗体

浓度+该方法具有重复性好,灵敏度高,准确性高,无放射性,

能快速检查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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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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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符合率为
!"")""+

(对于
ZLJF-

法测定

UT:-

@

值为
%

")%"

!

")$"Ff

"

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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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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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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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ZLJF-

法测定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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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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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J

的患者$

L

组%#

ZJFS-

法测定

UT:-

@

的阳性符合率为
&")#&+

#显著降低#与其他两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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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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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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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UT1-8

,

UT?-8

同时阳性或
UT?-8

单项阳性的患

者#进行
'

个月追踪检测#结果
UT:-

@

阳性符合率提高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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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ZJFS-

法漏检的有一部分为免疫.窗口期/#随着

UT:-

@

滴度提高达到
ZJFS-

法检测水平(一部分为
UTM

的

S

基因,

P

基因变异导致
UT:-

@

低水平的表达和隐匿性
UTM

感染#一直处于
UT:-

@

低值水平#对常规采用
ZJFS-

法检测

UT:-

@

应同时进行乙肝五项检测很有意义#应综合乙肝五项

结果和临床症状综合进行分析#特别对
UT?-8

阳性,

UT:-

@

阴性的患者应有进一步的检测方法降低漏检率+有研究证明#

UT?-8

的检测有助于降低输血传播
UTM

的感染性#尤其在

减少隐匿性
UTM

感染方面#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将
UT.

?-8

作为常规检测项目#大大提高了输血安全性)

,

*

+在
UTM

流行率较高的地区如中国台湾,日本等#

UTMRN-

在
UT?-8

阳性人群中的检出率则高达
#+

!

%#+

)

!"

*

#说明
UT?-8

阳性

率与
UTM

感染率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结论与之相符+

综上所述#

ZLJF-

法具有灵敏,特异,精密度高,准确度

好,线性范围宽等优点#并能够降低
UT:-

@

漏检率#操作简

单,实用性强#可作为常规检测+对未开展
ZLJF-

检测的应关

注乙肝五项检测结果#尽可能减少漏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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