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分析!

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检测特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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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经过半年的抗病毒药物干扰素和护肝药双环醇片治疗后#

复查全部呈阳性#且病毒拷贝数增高#说明抗病毒药物治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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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模式是多种因素导致#病毒株变异可能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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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直接反映体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复

制以及传染性最直接的标志物+

本组患者在治疗后出现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均为阳性#

以及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增高的现象#可能是治疗后出现乙

型肝炎病毒变异#并对抗病毒药物出现耐药#也可能是乙型肝炎

治疗中的一种中间过渡时期+总之#这种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

物均为阳性实属少见#临床应认真处理+

参考文献

)

$

*

]AD',V

#

9:DAVZ

#

-AG

H

,]

#

;@DF2P;DF@:(&;FD@;3

e

=DFA@

B

'?FA?;;JDF=D@;3K

B

@=I'&G'3;I;@D>@D>A>>@D

H

AG

H

>

B

>@;I

AG

<

D@A;G@> CA@::;

<

D@'E;FF=FD&ED&EAG'ID

)

T

*

2b'&F3T

)D>@&';@;&'F

#

.#$.

#

$!

$

.$

%!

.5!7(.5782

)

.

* 姚碧莲#刘峰#黄素园#等
2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不同状态下

血清病毒反转录酶区准种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T

*

2

中华传

染病杂志#

.#$$

#

.7

$

$.

%!

6$6(6$.2

)

"

*

9DA%,

#

QDGANR

#

-AG)M

#

;@DF20'J;FDG3?&;

e

=;G@I=@D(

@A'G>'?:;

<

D@A@A>QJA&=>E'AGEA3;CA@:DID

c

'&:A>@'E'I(

<

D@AKAFA@

B

E'I

<

F;[EFD>>M(&;>@&AE@;39(E;FF;

<

A@'

<

;'?@:;

>=&?DE;DG@A

H

;G

)

T

*

2UA&'F

#

$776

#

6$

$

5

%!

8/!.(8/!52

)

8

* 吕娇健#孙慧伶#朱梦飞#等
2

抗
(PQ>

阳性肝炎
PQU(

R04

检测和肝活检的临床意义)

T

*

2

临床肝胆病杂志#

.##.

#

$!

$

$

%!

5#(5.2

)

/

* 杨玉林
2

肝脏疾病实验诊断)

S

*

2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

出版社#

$775

!

$/8($562

)

5

* 李君#臧桂珍#李鹤林#等
2

低水平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

;

抗原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T

*

2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

版#

.##"

#

..

$

$

%!

8$(8"2

)

6

* 吕建渊#张莉#丁一琴
2

乙型肝炎患者表面抗原与表面抗

体同时阳性结果分析)

T

*

2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6

$

.

%!

$//($/52

)

!

*

-AVR

#

bDG

H

-

#

-A=`

#

;@DF2,:D&DE@;&ALD@A'G'?:;

<

D@A@A>

QJA&=>

H

;G'@

B<

;>

"

>=K

H

;G'@

B<

;>AG$"#$

<

D@A;G@>CA@:

E:&'GAE:;

<

D@A@A>QAG0'&@:,:AGD

)

T

*

2,:AGS;3T

$

1G(

H

F

%#

.#$F

#

$.8

$

.8

%!

8$6!(8$!"2

)

7

*

Q;FF'GA-

#

4FFC;A>>-

#

)=;&&AE&AZ

#

;@DF2MZ0(

,

AG:AKA@>

PQU@&DG>E&A

<

@A'GDG3&;

<

FAED@A'GAGE;FFE=F@=&;DG3AG

K=IDGAL;3IAE;K

B

@D&

H

;@AG

H

@:;;

<

A

H

;G;@AE&;

H

=FD@A'G'?

@:;G=EF;D&EEER04IAGAE:&'(S'>'I;

)

T

*

2T,FAGMGJ;>@

#

.#$.

#

$..

$

.

%!

/.7(/"62

$收稿日期!

.#$8($.(.#

!!

修回日期!

.#$/(#.($!

%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