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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
C

抗原在母婴垂直传播中的作用

项
!

明!娄
!

冲!李传达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

:9$&&&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
C

抗原"

!̂C)

8

#在母婴垂直传播中的作用%方法
!

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1d?/.0

#法

检测
#&

例新生儿脐血的
!̂\V-)

载量!采用时间分辨技术免疫荧光分析法"

+1[)

#定量检测
#&

例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和
#&

例新生儿脐血
!̂C)

8

含量%结果
!

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的含量可直接影响新生儿脐血
!̂C)

8

的含量!具有相关性

"

Dg&63':$

!

!

$

&6&$

#%产妇血清
!̂C)

8

含量对脐血
!̂\V-)

载量有一定影响!显示弱相关性"

Dg&65:%2

!

!

$

&6&#

#%结论

!

高水平的
!̂C)

8

可直接透过胎盘屏障!因而新生儿的
!̂C)

8

不能作为新生儿感染乙型肝炎的指标&对高水平的
!̂C)

8

产妇

进行乙型肝炎抗病毒阻断具有一定临床意义%

关键词#肝炎表面抗原!乙型&疾病传播!垂直&

!

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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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在中国发病高#每年有上百万的
!̂\

携带者分

娩#

!̂\

的围生期传播是重要的传播途径(

$

)

*对乙型肝炎产

妇血清
!̂C)

8

'新生儿脐血
!̂C)

8

和
!̂\V-)

定量检测#

探讨
!̂C)

8

透过胎盘屏障的能力以及
!̂C)

8

在母婴垂直传

播中的作用*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

例乙型肝炎患者为
2&&%

年
$

月至
2&&'

年

$2

月在本院和内江市妇幼保健院的生产产妇&年龄为
$'

%

5%

岁#平均年龄$

29726#

%岁*

D6E

!

方法
!

由上海新波公司提供的
)-b"*,"?&295

型时间

分辨仪和
*11+.f")

全自动样本前处理系统定量检测

!̂C)

8

*

!̂\V-)

试剂盒由上海复星医学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

,()-

荧光定量
/.0

扩增仪由上海宏石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D6F

!

统计学处理
!

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与新生儿脐血

!̂C)

8

的相关性'产妇血清
!̂C)

8

水平与脐血
!̂\V-)

载量的相关性均采用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如
D

值的概率
!

&

&6&#

或
!

&

&6&$

#在
)

g&6&#

或
)

g&6&$

水准上拒绝检验假

设#认为该
D

值不是来自
!g&

的总体#两变量间有显著关系*

E

!

结
!!

果

E6D

!

#&

例产妇血清和
#&

例新生儿脐血
!̂C)

8

定量检测结

果#产妇血清及新生儿脐血
!̂C)

8

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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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统计

学分析#

Dg&6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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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与婴儿脐血
!̂C)

8

的水平有显著相关性*在乙型肝炎产妇

血清
!̂C)

8

水平较高时#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部分可

直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清中#见图
$

*

图
$

!!

#&

例产妇血清和
#&

例新生儿脐血
!̂C)

8

定量值$

/*+f

&

I(

%结果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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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水平对新生儿脐血
!̂\

V-)

拷贝对数中位数有一定影响#显示弱相关性 $

Dg

&65:%2

#

!

$

&6&#

%#见图
2

*

图
2

!!

#&

例乙型肝炎产妇血清
!̂C)

8

水平$

/*+f

&

I(

%

对相应脐血
!̂\V-)

拷贝对数的影响

F

!

讨
!!

论

!̂C)

8

的生物学功能尚未完全研究清楚#它不是病毒复

制的必需成分#可能主要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C)

8

在阳性

范围内#

!̂C)

8

值越高#代表体内病毒水平越高#反之则越

低(

2

)

*有研究显示#在预测
!̂C)

8

转化方面#

!̂C)

8

定量的

准确性高于
!̂\V-)

(

5

)

*因此#临床上通常将血清
!̂C)

8

作为
!̂\

复制'传染性'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对治疗应答进行

评价的重要标志物*

乙型肝炎是由
!̂\

感染引起的#新生儿
!̂\

感染主要

是母婴传播*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许多慢性
!̂\

感染缺乏自

发性病毒清除#青年期病毒常处于免疫耐受的高复制期#而乙

型肝炎疫苗对
!̂\

的阻断仅限于产后(

9

)

*宫内乙型肝炎的

防御主要还是以对产妇抗病毒治疗'免疫球蛋白'干扰素类药

物进行阻断#但由于药物的不良反应#其用药指标的评估显得

更为重要*

孕妇血清
!̂\V-)

水平的高低可反映
!̂\

垂直感染

的强弱(

#

)

#孕妇
!̂C)

8

呈阳性则胎盘传播率显著上升*本研

究结果表明#产妇血清
!̂C)

8

水平直接影响脐血
!̂C)

8

含

量#说明
!̂C)

8

有透过胎盘屏障能力#脐血
!̂C)

8

不能作为

判断新生儿是否感染乙型肝炎的指标*同时产妇血清
!̂C)

8

含量对脐血
!̂\ V-)

含量也有一定影响#当产妇血清

!̂C)

8

含量处于高值时#脐血
!̂\V-)

载量明显上升#感染

性增强*因此#对乙型肝炎产妇
!̂C)

8

定量检测#能及时评

估感染胎儿的大小#以便正确使用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

本组同时也表明#产妇血清
!̂C)

8

水平与
!̂\V-)

载

量有相关性#但相关性较弱#

!̂C)

8

水平与
OOOV-)

弱相关#

而
!̂\V-)

与
OOOV-)

呈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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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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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乙型肝炎产妇体内
!̂\

株中存在核心区启动子$

!./

%或前

.

区$

/.

%变异#从而造成
!̂C)

8

合成减少#虽然其血清

!̂C)

8

水平低#甚至为阴性#但并不能准确反映产妇病情进展

程度及预后(

3?%

)

*因此#在采用
!̂C)

8

定量检测作为预测药

物效果的指标时#建议同时进行
!./

或
/.

区的序列检测*此

外#

!̂C)

8

定量检测也不适用于
!̂C)

8

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

产妇*因此#对乙型肝炎产妇进行
!̂C)

8

定量检测#其临床

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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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测定的影响和去除方法的探讨

田薇薇!邢桂英!田敏丽!李晓梅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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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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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该院
$

年来检测血红蛋白的
5: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高脂肪饮食模拟高脂血症患者乳糜血标本进行分

析!探讨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及消除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干扰的方法%方法
!

分别用迈瑞
52&&

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上检测血红蛋白%结果
!

健康体检者高脂肪饮食前$后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血浆置换后!轻微

乳糜血组$严重乳糜血组与高脂肪饮食前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结论
!

乳糜血是一种特殊的病理或

生理现象!会对透射比浊法检测产生一定影响!实验证实通过血浆置换法可排除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测定结果的干扰%

关键词#血红蛋白类&

!

乳糜血&

!

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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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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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红蛋白$

^_!

%是临床普通的检测项目#但是在日常工

作中#乳糜血标本在血液分析仪对血红蛋白检测时结果往往偏

高*乳糜血是一种特殊的病理或生理现象#其中的乳糜微粒是

造成结果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现通过对本院
$

年来检测血

红蛋白的
5: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高脂肪饮食模拟高脂血症患者

乳糜血标本进行分析#探讨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

及消除乳糜血干扰的方法#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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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

2&&'

年本院健康体检者
5:

例#男
2#

例#女
$$

例&年龄
2%

%

5:

岁#平均$

526:756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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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及试剂
!

^_!

测定用迈瑞
5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测定血清三酰甘油用
J̀I

L

H=)f:9&

全自动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检测前对仪器进行预温和标准校正#保证仪器测试状态

良好#并且质量控制数据均不在$靶值
72

倍标准差%范围内*

D6F

!

方法

D6F6D

!

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

取体检者空腹安静状态下仰卧

位肘前静脉血
2I(

抗凝血#注入洁净试管中#进行
^_!

测

定&采血后嘱其进食高脂肪饮食#

5&I<>

后再次仰卧位肘前静

脉采血#分别采
2I(

抗凝血进行血红蛋白测定#

#I(

促凝血

离心半径
%OI

#

2&&&G

"

I<>

离心
$&I<>

#分离血清#按试剂盒

说明书在
J̀I

L

H=)f:9&

全自动分析仪上检测血清三酰甘油#

其中轻微乳糜血
$#

例$

96:IIAJ

"

(

$

".

$

36#IIAJ

"

(

%#严

重乳糜血
$$

例$

".

%

36#IIAJ

"

(

%*检验过程在
9F

内完成*

D6F6E

!

乳糜血处理方法
!

取上述血红蛋白检测标本离心半径

%OI

#

2&&&G

"

I<>

离心
$&I<>

#吸出血浆#尽量避免吸入血细

胞#然后加入等量生理盐水混匀#此操作重复
9

%

#

次#再次检

测
^_!

水平*

D6G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数据以$

,77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6&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8

检验#以
!

$

&6&#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健康体检者高脂肪饮食前'后
^_!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6&$

%&血浆置换后轻微乳糜血组'严重乳糜血组

与高脂肪饮食前
^_!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见表
$

*

表
$

!!

各组
^_!

水平结果比较$

,77

%

组别 例数$

%

%

_̂!

$

8

"

(

%

!

值

高脂肪饮食前
!

健康体检组
5: $5%6#7#62: X

高脂肪饮食后
!

轻微乳糜血组
2# $:2627#6%:

$

&6&$

!!!!!!!

严重乳糜血组
$$ $%56:7:62#

$

&6&$

血浆置换后
!!

轻微乳糜血组
2# $5#627#6$2

%

&6&#

!!!!!!!

严重乳糜血组
$$ $5:6'7#6:#

%

&6&#

!!

X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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