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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维吾尔族患儿
<NZ?,-.

%乙型肝炎
3

项及前
#!

的相关性研究

彭红梅!刘
!

雯!沙银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喀什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儿乙型肝炎病毒核酸"

<NZ?,-.

$定量&乙型肝炎
3

项&前
#!

联

合检测并分析其相关性%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岁以下维吾尔族患儿
!&"

例!

<NZ?

,-.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5P%

法!乙型肝炎
3

项和前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S:O#.

$法%结果
!

!&"

例患儿的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N8.

D

$

d

乙型肝炎
1

抗原"

<N1.

D

$

d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NJ.C

$模式阳性
""

例

"

;"(+3e

$!其中病毒载量
$

!*

3

Ob

'

K:

者占
E+(+&e

!"

!*

'

!

!*

3

$

Ob

'

K:

占
!(!)e

!

%

!*

'

Ob

'

K:

占
!(!)e

!

前
#!

阳性
"'

例"

E)('&e

$!

<N8.

D

d

乙型肝炎
1

抗体"

<N1.C

$

d<NJ.C

模式阳性
&)

例"

!"(+3e

$!其中病毒

载量
$

!*

3

Ob

'

K:

!占
!&(3e

#"

!*

'

!

!*

3

$

Ob

'

K:

!占
&*("'e

#

%

!*

'

Ob

'

K:

!占
;;(;+e

#前
#!

阳性
!"

例

"

+3e

$%

<N8.

D

d<N1.

D

模式阳性
!!

例"

"(3Ee

$!其中病毒载量
$

!*

3

Ob

'

K:

占
!**(**e

!前
#!

阳性
!!

例

"

!**(**e

$%

<N8.

D

d<NJ.C

模式阳性
3

例"

'(E!e

$!其中病毒载量
%

!*

'

Ob

'

K:

占
!**(**e

!前
#!

阳性
3

例"

!**(**e

$%结论
!

喀什地区维吾尔族患儿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大多数处于
<NZ?,-.

高病毒载量期!应作

为重点监测与治疗的对象!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关键词"维吾尔族#

!

乙型肝炎#

!

前
#!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33

"

&*!E

$

*!?**E*?*'

!!

我国实施计划免疫以来#人群乙型肝炎病毒携带

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儿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已

提前实现中国乙型肝炎防治规划的控制目标)但还

是有部分儿童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由于乙型肝炎发病具有一定的隐匿性#许多患儿

初发症状不明显#导致错过最佳诊疗时间而转为慢性

乙型肝炎)肝炎进展的
'

个步骤!肝炎
?

肝硬化
?

肝癌#

儿童也不例外)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会缩短肝癌发

生的时间#加速从慢性肝炎至肝硬化发展成肝癌的整

个过程'

!

(

)现探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儿的乙型肝

炎病毒核酸$

<NZ?,-.

&*乙型肝炎
3

项*前
#!

联合

检测结果并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检

测和治疗的
!&

岁以下*门诊及住院的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患儿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
5P%

分析系统$

#:.-?

E;5

&#全 自 动 酶 联 免 疫 分 析 仪 艾 德 康
.,P

S:O#.!!**

)

<NZ?,-.

定量检测试剂$湖南圣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乙型肝炎
3

项试剂$厦门英科新创

科技有限公司&#前
#!

试剂$上海科华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

!

方法
!

<NZ?,-.

采用实时荧光
5P%

定量检

测法#

%

!*

'

Ob

"

K:

为阴性#$

!*

'

!

!*

3

&

Ob

"

K:

为低

病毒载量#

$

!*

3

Ob

"

K:

为高病毒载量)乙型肝炎
3

项及前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O#.

&法#吸光

度$

W,

&值
$

P7HWLL

值作为阳性判断标准)所有试

验均严格按照
#W5

文件及试剂说明指导书进行操

作)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

%

*(*3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例患儿有
)

种感染模式#

<N8.

D

d<N1.

D

模式阳性
!!

例#全部为高病毒载量#前
#!

全部为阳

性%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N8.

D

&

d

乙型肝炎
1

抗原

$

<N1.

D

&

d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NJ.C

&模式阳性
""

例#

";

例高病毒载量#

!

例低病毒载量#

!

例低于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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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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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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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前
#!

阳性
"'

例#阴性
3

例%

<N8.

D

d

乙型肝炎

1

抗体$

<N1.C

&

d<NJ.C

模式阳性
&)

例#

'

例高病

毒载量#

3

例低病毒载量#

!;

例低于检测下限#前
#!

阳性
!"

例#阴性
;

例%

<N8.

D

d<NJ.C

模式阳性
3

例#检测结果全部低于检测下限#前
#!

全部为阳性)

!&"

例患儿有
!**

例
<NZ?,-.

存在高病毒载量#

+

例为低病毒载量#

&&

例低于检测下限#前
#!

阳性
!!+

例#阴性
!!

例)见表
!

*

&

)

表
!

!!

乙型肝炎
3

项感染模式与
<NZ?,-.

病毒载量的相关性

病毒载量类型
<N8.

D

d<N1.

D

<N8.

D

d<N1.

D

d<NJ.C <N8.

D

d<N1.Cd<NJ.C <N8.

D

d<NJ.C

合计

高载量'

)

$

e

&(

!!

$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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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U !**

$

+"(!'

&

低载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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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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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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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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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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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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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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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U

表示该项无数据

表
&

!!!

乙型肝炎
3

项感染模式与前
#!

的相关性

前
#!

类别
<N8.

D

d<N1.

D

<N8.

D

d<N1.

D

d<NJ.C <N8.

D

d<N1.Cd<NJ.C <N8.

D

d<NJ.C

合计

前
#!

阳性'

)

$

e

&(

!!

$

!**(**

&

"'

$

E)('&

&

!"

$

+3(**

&

3

$

!**(**

&

!!+

$

E!()!

&

前
#!

阴性'

)

$

e

&(

U 3

$

3(;"

&

;

$

&3(**

&

U !!

$

"(3E

&

合计$

)

&

!! "" &) 3 !&"

!!

注!

U

表示该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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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乙型肝炎病毒属于嗜肝
,-.

病毒科#病毒进入

机体后#通过血液循环#与肝细胞膜上的特异性受体

结合#进入肝细胞#在感染的肝细胞中进行复制*包装

和成熟#然后逃逸肝细胞#又感染其周围的健康肝细

胞#如此循环往复#使肝脏出现广泛性损伤)喀什地

区是多民族聚集地区#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

族人群
<NZ

基因型分布以
,

型为主#并有部分
P

型#与其他地区有显著差异#可能与该种族环境因素

和特殊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关'

&?'

(

)有研究报道#乙型

肝炎患者的
,

基因型更易导致肝炎的发生'

)

(

)众多

危险因素中#

<NZ?,-.

病毒载量可明确增加乙型肝

炎患者进展至肝硬化*失代偿期*病死的概率'

3

(

)因

此#大多患儿病毒复制处于活跃期#部分
<NZ

持续感

染者可发展成肝癌)

<NZ?,-.

的高复制水平和基

因
,

型密切相关#而基因
,

型容易在年轻患者中发生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否是导致维吾尔族肝癌患者趋于

年轻化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乙型肝炎感染患儿主要以
<N?

8.

D

d<N1.

D

d<NJ.C

模式阳性为主#而
<N8.

D

d

<N1.

D

模式阳性显示#患儿全部存在高病毒载量#

<N1.

D

阳 性 患 儿
<NZ?,-.

检 出 率 明 显 高 于

<N1.

D

阴性患儿#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其余
&

种

模式中病毒复制率也相对增高#主要原因为儿童期免

疫耐受
<NZ

复制相对活跃'

+

(

)

&)

例
<N8.

D

d<N1?

.Cd<NJ.C

模式阳性中#高病毒载量者占
!&(3e

#

低病毒载量者占
&*("'e

#说明乙型肝炎感染患儿在

传统的,小三阳-模式中存在一定的病毒复制#不能再

依靠传统的乙型肝炎,两对半-作为乙型肝炎治疗与

监测的指标)抗
?<N1.

D

转阴并不表示
<NZ

复制停

止与传染性消失'

"

(

)乙性肝炎患儿病情程度和
<NZ

复制的强弱有一定的关系#

<NZ?,-.

水平对乙型肝

炎病情判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

(

)

!&"

例患儿的

<NZ?,-.

复 制 率 为
"&("!e

#前
#!

阳 性 率 为

E!()!e

#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前
#!

是乙型肝炎病

毒外膜上包裹的蛋白成分#与肝细胞毒性*病毒复制*

反式激活病毒*上调
JJJ,-.

拷贝数*致癌性等均有

密切关系'

!*

(

)当血清
<NZ?,-.

检测出低水平时#

肝内
,-.

仍可维持一定水平'

!!

(

)其次#

<NZ?,-.

试剂盒检测的线性范围有限#导致极低水平的
<NZ?

,-.

检测不到#出现假阴性#患儿是否在使用核苷类

药物治疗导致
<NZ?,-.

暂时转阴#致使两者检测结

果不一致'

!&

(

)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反映患儿机体的

病毒复制情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乙型肝炎患儿的多种血清标志

物模式都存在
<NZ?,-.

复制#以
<N1.

D

阳性者

<NZ?,-.

复制水平最高)病毒的控制和清除依赖

于机体的免疫系统#而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

不能很好地运用免疫防御及免疫自稳功能#造成肝细

胞内
<NZ?,-.

病毒持续感染#损伤肝细胞#逐步发

展成肝癌#且儿童肝癌生存率显著低于成人肝癌'

!'

(

)

近年来#许多的研究表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目的

是控制
<NZ

的复制#改善肝组织#缓解症状#恢复肝

功能#延缓病情的发展'

!)

(

)为了延缓乙型肝炎病毒对

肝细胞的损伤#临床对乙型肝炎患儿进行早期诊断#

并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方案#这对患儿预后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3

(

)儿童乙型肝炎感染更应引起临床重

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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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3?&!""(

'

E

( 孙永红#雷晓燕#杨菊兰
(

儿童乙型肝炎血清
<NZJJJ,?

-.

及病毒基因型研究'

\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E(

'

!*

(鞠健胜#顾亚萍#霍小兵
(

乙肝病毒外膜大蛋白检测的临

床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3

&!

!&"!?!&"&(

'

!!

(

XWW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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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O.W<W-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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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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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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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AHA8NGA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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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72L=J1

0

2FH1AB

'

\

(

(<1

0

=HF6F

D/

#

&**&

#

';

$

;

&!

!)**?

!)*+(

'

!&

(秦望森#沈立萍#张爽#等
(

乙肝患者
<NZ

感染指标*病毒

复制水平与基因分型的关系分析'

\

(

(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

毒学杂志#

&*!&

#

!*

$

&;

&!

'&"?''*(

'

!'

(程海军#许东强
(

儿童乙肝肝硬化并原发性肝癌
!

例'

\

(

(

疑难病杂志#

&*!'

#

!&

$

!

&!

&E?&E(

'

!)

(韩晓颖#陈秀记#闫泽强#等
(

血清
<N8.

D

与
<NZ,-.

水平与乙肝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

(

(

国际病

毒学杂志#

&*!;

#

&'

$

!

&!

3*?3'(

'

!3

(王碧玉#黄燕妮
(

乙肝两对半定量*乙肝
,-.

定量与乙肝

前
#!

抗原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

(

(

海南医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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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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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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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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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模式应用于帕金森病护理的研究

孙亚莉!仝瑞华#

"陕西省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F

/

适应模式应用于帕金森病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进行帕金森病治疗的
&3;

例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

组!并分别进行常规护理"常规组$和
%F

/

适

应模式干预"研究组$%采用
@1C8H12

评价表比较
&

组患者治疗后自我照顾&语言&强直&姿势等水平!并采用帕

金森病生存质量问卷"

5,c:

$评分表对
&

组患者护理前后生存质量进行评价%结果
!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自我

照顾&语言&强直&姿势等方面的评分均显著优于常规组"

!

%

*(*3

$!且
&

组患者入院时!其
5,c:

评分分别为

"

!&+(3&f!&("+

$&"

!'&(&'f!*()&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经护理后其评分均显著降低!研究组为

"

&(";f!!(3&

$分!显著优于常规组及护理治疗前"

!

%

*(*3

$%结论
!

对帕金森病患者采用
%F

/

适应模式进行

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相应症状!对提高其生存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F

/

适应模式#

!

帕金森病#

!

生存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33

"

&*!E

$

*!?**E&?*'

!!

帕金森病是老年患者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

导致静止性震颤#肌强直及体位不稳等症状#并致使

患者出现运动功能障碍#给日常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同时为其家庭带来较大经济及精神负担'

!

(

)随我国

老年人口的增加#其发病率有所提高'

&

(

)有研究表

明#患者发病早期采用有效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干

预#能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

(

)自

&*!+

年开始#本院逐步采用
%F

/

适应模式对该类患

者进行干预#现探讨其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进行帕金森病治疗的
&3;

例患者#均符合帕金森

病相关诊断标准#且经左旋多巴治疗#并自愿参与本

研究)排除标准!$

!

&合并严重躯体疾病)$

&

&合并严

重意识障碍或精神类疾病)按照数字表法将患者随

机分为研究组和常规组#每组
!&"

例)常规组男
"'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

;'(&Ef+(!"

&岁#平均病程

$

;(&;f'(+!

&年%研究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C41>P6AB

!

,1J1KC12&*!E

!

ZF6(!;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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