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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是
%([

的核心成分#系单股正链的
V]+

病

毒#由于基因易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已发现不少于
:

种
%([

基因型)

>BA

*

'因此该试剂盒引物选用
%([:i

末端变异较少的

非编码区'

%([BV]+

荧光定量检测被认为是诊断
%([

病

毒血症的-金标准.

)

7B:

*

#直接反映病毒的复制程度#不受窗口期

的影响'但
%([BV]+

的核酸扩增方法灵敏度和特异性差别

很大)

C

*

#在不同实验室之间结果很难进行比较'结果的差异与

样品的保存(操作者的技术和移液枪的精确度有关'本实验在

同一操作者同一实验室的情况下对
%([BV]+

进行荧光定量

检测#来验证室温的送检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在本实验中

强阳性组和弱阳性组的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g

"<C=C

#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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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

5g"<C#A

%#因此#在
%([BV]+

荧光定量检测结果的差异性与标本的送检时间无关'此观点

与徐皖苏等)

$

*的观点一致'

%([BV]+

的遗传物质虽为
V]+

#从本实验结果可以推

测!实验在未对病毒进行裂解的情况下#内源性
V]+

酶并没

有对
%([

的遗传物质进行消化'而各实验室间的
%([B

V]+

检测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实验者的的操作熟练度有关#在

病毒进行裂解
V]+

遗传物质暴露后的过程对实验结果尤为

关键'

综述所述#室温保存
$7G

以内对
%([BV]+

的荧光定量

检测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在进行定量检测
V]+

这类

遗传物质时#实验室需对操作人员的进行培训上岗'

参考文献

)

!

* 张秀华
<%([BV]+

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复制与丙肝慢性化

及复发的关系)

_

*

<

临床肝胆病杂志#

$"">

#

$$

$

!

%!

#:B#><

)

$

* 徐皖苏#杨公炜#王丽#等
<

不同保存条件下血清荧光定量检测

%([BV]+

的研究)

_

*

<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7

#

!"

$

!

%!

>"B>$<

)

#

* 陈勇#周华蓉
<

不同保存条件对血清荧光定量
%([BV]+

检测的

影响)

_

*

<

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

$""=

#

!

$

$

%!

$7:B$7A<

)

7

* 陈作芬#曹永平
<

丙肝患者治疗前后
%([BV]+

与抗
%([

及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的分析)

_

*

<

临床医学与检验#

$"!"

#

A

$

!$

%!

!!A:B!!AA<

)

:

* 钟海军#唐孝亮#曾刚毅#等
<

核酸纯化柱提取核酸定量检测丙型

肝炎病毒
V]+

的临床应用)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C

#

:

$

!>

%!

AC#BA=C<

)

>

* 陈应玉#李京培#王明丽
<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BV]+

血

标本保存条件分析)

_

*

<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B$"7<

)

A

*

Y

L

@E& 6

#

WD@@2/SZj

#

YG0@)01S05+<ZF0140H2D@DKHGE+33DHH

2@FE)H2

J

0H2D@014)ED@1

L

5E01BH2MEGE

I

0H2H2)(F254)

$

%([

%

0))0

L

0@;/DM

I

052)D@HDHGEVD/GE60

f

&0@%([0@01

L

HEB)

I

E/2K2/5E0B

J

E@H0))0

L

)

_

*

<(12@&2/5D32D1

#

$""=

#

7A

$

!=

%!

$CA$B$CAC<

)

C

* 王露楠#吴健民#李金明
<

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的国家标准物质

的研制)

_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7

%!

#:7B#:A<

$收稿日期!

$"!!B"=B!!

%

!经验交流!

肝硬化患者血清细胞间黏附分子
B!

和肿瘤坏死因子
B

.

检测的临床意义

武寿荣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医院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B!

#和肿瘤坏死因子
B

.

"

6].B

.

#在肝硬化发病中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

对于

A:

例肝硬化患者!采用
ZX*'+

法测定其血清
)*(+&B!

和
6].B

.

水平%结果
!

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分别为

"

=7#<7̀ ==<C

#

@

J

(

MX

和"

:#<7̀ !$<C

#

@

J

(

X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7<!`#$<A

#

@

J

(

MX

和"

><A`$<#

#

@

J

(

X

/"

!

$

"<"!

#!

都随着肝功能分级增加而升高%血清
)*(+&B!

水平与
6].B

.

呈显著正相关"

2g"<C=#$

!

!

$

"<"!

#!与
+X,

呈显著负相关"

2g

T"<=!"C

!

!

$

"<"!

#!与
+X6

呈显著正相关"

2g"<C:>>

!

!

$

"<"!

#%结论
!

)*(+&B!

和
6].B

.

在肝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其升高程度与肝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肝硬化&

!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

肿瘤坏死因子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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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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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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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7C=B"$

!!

细胞间黏附分子
B!

$

)D1431E2@HE5/E1141050;GE)2D@MD1EB

/41EB!

#

)*(+&B!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广泛分布在广

泛分布在血管内皮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上#在正常情况

下很少表达或不表达)

!

*

#炎性因素刺激后与其配体作用调节着

细胞间黏附#可以促进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
6

淋巴细胞浸

入到肝脏实质#参与了炎性反应等许多重要的生理和病理反

应&肿瘤坏死因子
B

.

$

H4MD5@E/5D)2)K0/HD5B01

I

G0

#

6].B

.

%是一

种典型的炎症介质#亦是肝细胞损伤因子之一#在各种慢性肝

病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

*

#主要是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与

机体的免疫反应和介症反应密切相关)

#

*

'作者研究乙型肝炎

后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的变化#探讨其在

肝硬化发病中的作用和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A:

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选自
$""A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来本院就诊经确诊的肝硬化患者#全部

病例均经临床明确诊断#并按肝功能
(G21;BY4

J

G

分级法分为

+

(

,

(

(

级
#

组#其中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例

体检健康者列为健康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各种感染(

结缔组织病(肿瘤等疾病#并且近
!

月内未服用抗炎药物'

?<@

!

试剂与仪器
!

)*(+&B!

试剂盒购自美国
Vq-'

L

)HEM

#

其灵敏度为
"<#:@

J

"

MX

'酶标仪为美国
,2DV0;

产品'

6].B

.

试剂盒由北京晶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X,

和
+X6

试剂盒

均为申能产品#采用
bXe&Yc'+c: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

!

标本采集
!

所有肝硬化患者自来本院住院后次日清晨抽

取空腹静脉血#对照者抽空腹静脉血
!

次#

$:""5

"

M2@

离心
!"

M2@

#分离血清测肝功后置备
T$"\

冷藏'

?<B

!

血清
)*(+&B!

检测
!

采用双抗体夹心
ZX*'+

法'将试

剂置室温下
#"M2@

后#将样本
!̂ :"

稀释后取
!""

#

X

"孔和各

+

=C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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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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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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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校准品及质控品#混匀置室温
!<:G

#加
#""

#

X

经
!̂ $:

稀释后的洗液洗涤
#

次#加入酶结合物
!""

#

X

室温
#"M2@

后#洗涤
#

次#加入
!""

#

X

显示液避光反应
#"M2@

后#加入

!""

#

X

终止液后于酶标仪
7:"@M

波长处测各孔吸光度#根据

标准曲线计算结果'

6].B

.

检测方法同
)*(+&B!

'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数

据资料以
A 4̀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

@

!

结
!!

果

@<?

!

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
!

肝硬化患者

血清
)*(+&B!

和
6].B

.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

见表
!

'

表
!

!!

肝硬化患者血清
)*(+&B!

和
6].B

.

水平$

A 4̀

%

组别
'

)*(+&B!

$

@

J

"

MX

%

6].B

.

$

@

J

"

X

%

+X6

$

c

"

X

%

+X,

$

J

"

X

%

对照组
#$ $$7<!̀ #$<A ><À $<# !C<#̀ :<# 77<=̀ 7<>

肝硬化组
A: =7#<7̀ ==<C

"

:#<7̀ !$<C

"

!=><À >=<C $=<$̀ #<A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肝硬化患者各分级间血清
)*(+&B!

和
6].B

.

水平变化

!

肝硬变血清
)*(+&B!

水平随着肝功能分级增加而升高#其

中
(

级患者高于
+

级患者$

!

$

"<"!

%&

,

级患者高于
+

级患者

$

!

$

"<":

%&

,

级和
(

级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肝硬化患者血清
6].B

.

水平亦随着肝功能
(Y

分级的

程度而逐渐增高#其中
,

级患者高于
+

级患者$

!

$

"<"!

%#

(

级患者明显高于
,

级患者$

!

$

"<":

%'见表
$

'

表
$

!!

肝硬化患者各分级间血清
)*(+&B!

和

!!!

6].B

.

水平变化

(Y

分级
' )*(+&B!

$

@

J

"

MX

%

6].B

.

$

@

J

"

X

%

+

级
$$ >:7<!̀ :C<= $!<#̀ =<A

,

级
$# =$!<7̀ CA<> :$<>̀ !!<$

(

级
#" !$$:<>̀ !#$<= A!<#̀ $$<!

@<A

!

血清
)*(+&B!

水平与血清
6].B

.

(清蛋白$

+X,

%及谷丙

转氨酶$

+X6

%的相关性分析
!

结果表明#血清
)*(+&B!

水平

6].B

.

和
+X6

均呈显著正相关$

2g"<CA!>

#

!

$

"<"!

&

2g

"<C7#:

#

!

$

"<"!

%#与
+X,

呈显著负相关$

2gT"<C=!:

#

!

$

"<"!

%'

A

!

讨
!!

论

*(+&B!

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健康人血清中
*(+&B

!

主要来自肝窦内皮和血管内皮细胞#肝细胞由于缺乏
*(+&B

!

表达#所以血清中
*(+&B!

水平较低'炎症状态下#肝细胞(

肝胆管(肝血窦内皮细胞以及肝组织内活化的淋巴细胞等均可

产生
)*(+&B!

)

7

*

#

-E1YDUD

等)

:

*报道在淋巴细胞
B

内皮细胞相

互作用中趋化因子诱导
6

细胞极化(形成胞浆突起&

X.+B!

在

胞浆突起介导的淋巴细胞募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促进
6

细胞的跨内皮迁移运动'肝硬化肝血管内皮和肝窦内皮

*(+&B1MV]+

和
*(+&B1

增强表达有利于淋巴细胞通过上述

类似机制向肝组织中浸润#为
(6X

攻击靶细胞创造必要的条

件'本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血清
)*(+&B!

水平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

!

$

"<"!

%#与
+X6

呈显著正相关$

2g"<C:>>

#

!

$

"<"!

%#

+X,

呈显著负相关$

2gT"<=!"C

#

!

$

"<"!

%#与肝功

能
(G21;BY4

J

G

分级密切相关#这一结果提示血清
)*(+&B!

与

肝脏的炎症过程有关#血清中
)*(+&B1

水平能较好反映肝硬

化患者肝损害和肝功能状况#与国外报道一致)

>

*

#因而
)*B

(+&B!

测定可作为肝细胞坏死和慢性肝炎炎症活动度的

标志'

6].B

.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是免疫效应的细胞因

子)

A

*

#与炎性反应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免疫损伤和免疫反应时#

6].B

.

参与免疫活性细胞间的联系和免疫效应#是具有免疫

效应和炎性反应的双重作用细胞因子#作者病例观察表明#

6].B

.

的升高同血清
+X6

升高一致#说明
6].B

.

与肝细胞的

损伤关系密切#可能是通过刺激凋亡途径参与了肝细胞的损伤

和促进纤维化)

C

*

'随着肝硬变分级的增高其血清
6].B

.

水平

亦随之升高#表明血清
6].B

.

水平是反映肝硬变炎症活动性

和肝功能损害程度的良好的监测指标#各种慢性肝病(肝硬变

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内毒素血症#合并感染时内毒素血症更

明显#而内毒素是刺激
6].B

.

产生的最强物质#单核巨噬细胞

系统和中性粒细胞在介导
6].B

.

对肝脏的毒性中起重要

作用'

深入研究肝硬化患者
)*(+&B!

和
6].B

.

的表达规律#动

态观察其水平变化#有助于了解患者免疫功能状况及细胞因子

的紊乱程度#可对病情作出有价值的评估'对研究肝硬化的发

病机制(了解患者病变程度(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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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较高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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