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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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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输血和血制品的使用作为主要传

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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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临床表现并不明显#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治

疗#患者极易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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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准确快

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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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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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愈率和生活质量有很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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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体虚,恶心,呕吐,肌肉痛,头昏,头痛,腹痛#而且常有黄疸+

按照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学分会发布的.丙型肝炎防治指南/诊断标准#明确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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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为
%II=CC

公司生产#

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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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的检测方法
!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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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前要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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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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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将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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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高患者治愈率和生活质量#对早期
S8-

患者应及早诊断

与治疗+但早期
S8-

患者在临床症状及外在表现上并不明

显+因此#如何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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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成为必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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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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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异源性高#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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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可攻击感

染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导致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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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产生延迟或缺乏#

出现抗
5S8-

假阴性)

&'

*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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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的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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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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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丙型肝炎诊断时#无法完全确诊患者+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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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结合两种检测方法后检出率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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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本结论

基本相符+说明联合检测可提高丙型肝炎的诊断率#同时也可

以了解肝脏损伤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治疗和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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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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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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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之间有很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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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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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极高的相关性#采用

抗
5S8-

和
S8-53$%

联合检测#能够有效确诊丙型肝炎患

者#对早期诊治和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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