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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与表面抗体同时阳性的血清学模式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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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与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同时阳性的血清学模式与
F<G874

的关

系#并探究其原因及临床意义'方法
!

用酶联免疫分析法筛选出
F</4

L

和抗
2F</

同时阳性的标本#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

法确认#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其
F<G874

含量'结果
!

在选取的
F</4

L

和抗
2F</

双阳性的
*!

人中#共出现
3

种
F<G

血清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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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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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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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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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模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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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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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样本中#有
)1

例血

清
F<G874

检测阳性#阳性率为
3'+)W

'结论
!

F</4

L

和抗
2F</

双阳性伴
F<A4

L

阳性者#血清中有较高水平的
F<G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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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性并不代表疾病好转'

关键词#肝炎抗体#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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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免疫学检测技术的发展和酶免疫试剂质量的不断提

高!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检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越来

越多的资料表明*

F</4

L

与抗
2F</

双阳性的临床病例在排除

试剂检测影响后依然存在#为此!笔者收集了两家医院
)""'

!

)"("

年
F</4

L

与抗
2F</

双阳性标本
*!

例!并对其乙型肝炎

病毒(

F<G

)血清学标志物进行了分析!以探究
F</4

L

与抗
2

F</

双阳性模式与病毒血症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海军总医院与兰州军区总医院
)""'

!

)"("

年诊断为乙型肝炎的患者共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3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均为
F</4

L#

"+"*%]

+

PD

"

抗
2F</

#

("P%]

+

PD

!并经抗病毒治疗者#

$+%

!

仪器与试剂
!

F</4

L

与抗
2F</

检测仪器为美国雅培公

司
46$F%;C$;.)"""#6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和质

控物#

F<G874

检测仪器为美国应用生物公司
4<%1*""

和

4<%#?A

Q

d0A

基因扩增仪!试剂盒为上海申友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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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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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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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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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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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性者乙型肝炎病毒五项检

测的血清学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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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F<G

感染者若能完全清除病毒!那么
F</4

L

消失!抗
2F</

逐渐产生-或在
F</4

L

接近消失前!抗
2F</

逐

渐升高#抗
2F</

阳性意味着
F<G

可能已被清除!人体已产

生了保护作用.

(2)

/

#

F</4

L

与抗
2F</

同时阳性在免疫学理论

上虽然成立!但实际应用中较为少见#随着酶免疫试剂质量的

不断提高!因试剂盒质量因素造成的检验误差逐渐减少.

&23

/

#

本研究用酶联免疫分析法筛选出
F</4

L

和抗
2F</

同时阳性

的标本!经微粒子免疫分析确认!两者的符合率达
,*W

以上!

说明
F</4

L

与抗
2F</

双阳性在临床中是存在的#

对于出现
F</4

L

与抗
2F</

双阳性的现象可从如下几方

面考虑#其一!感染早期!

F</4

L

首先出现!然后出现抗
2

F</

-随着感染的持续!抗体产生越来越多!当抗体可有效地中

和抗原!阻止
F<G

进入细胞时!抗体可以清除抗原并超过抗

原的含量!游离的抗体可以被检出!所以少数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可出现
F</4

L

和抗
2F</

同时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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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F<G

的
#

区

或前
#

区基因变异#

F<G3

个主要的血清亚型有一个共同的

抗原表位$

=

%!另外还有
)

对互相排斥的亚型表位
J

"

O

和
V

"

B

#

$

=

%表位是与抗
2F</

结合的关键位点!此处个别氨基酸的变异

就足以改变其抗原性和免疫应答.

1

/

#如$

=

%抗原表位第
(3*

位

甘氨酸被精氨酸取代!变异株所产生的
F</4

L

可以逃避野生

株所诱生的抗
2F</

的中和作用!使
F</4

L

与抗
2F</

共

存.

'2,

/

#其三!不同亚型
F<G

的感染!针对于免疫优势表位

$

=

%表位的抗体可对所有亚型
F<G

的感染提供保护性免疫!

但其他亚型抗体并无交叉保护性.

("

/

#其四!接种乙型肝炎疫

苗或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者体内!虽有正常的抗
2F</

应

答但缺乏对突变株的中和性!仍能感染抗原表位变异的免疫逃

逸病毒株!从而出现
F</4

L

和抗
2F</

并存.

((2()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F</4

L

与抗
2F</

双阳性者中!血清学

模式为
4

及
<

者
F<G874

阳性率高达
3(+!W

和
1"+*W

#

尤其伴随有
F<A4

L

阳性时!

F<G874

保持较高的水平#说

明
F</4

L

与抗
2F</

双阳者体内虽然有高滴度的抗
2F</

!但

未能阻止病毒的复制#虽然本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待积累更多

的数据!但近半数
F</4

L

和抗
2F</

双阳者仍存在病毒血症!

应引起实验室和临床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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