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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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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检测临床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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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a-4

$前
G'

抗原"

V;1$G'

$检测对于妊娠期
a-4

感染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例妊

娠期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患者血清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V;1$G'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检测乙肝五项指标'荧光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检测
a-4J"/

!并对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例血清标本中共检测出乙肝五项大三阳
(*

例!小三阳

@@

例!其他
a-9/

?

阳性模式
@'

例%大三阳组
V;1$G'

'

a-4J"/

阳性率分别为
C')@D

'

+*)AD

!高于其他各组"

D

$

,),*

$#小三

阳组
V;1$G'

'

a-4J"/

阳性率分别为
F+)%D

'

*C)'D

!高于其他
a-9/

?

阳性组"

D

$

,),*

$#其他
a-9/

?

阳性组
V;1$G'

'

a-4

J"/

阳性率为
(@)'D

和
'C)*D

%结论
"

妊娠期妇女血清
V;1$G'

水平与
a-4J"/

'

a-1/

?

密切相关!可用于判断
a-4

复制和

传染性!对于预防
a-4

宫内感染'联合阻断产前及产后
a-4

母婴传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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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病毒性肝炎是妊娠期主要感染性疾病之一)妊

娠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对妊娠*分娩以及围生期母

婴垂直传播影响很大'

'

(

)因此妊娠合并乙肝患者的早期诊断*

定期监测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分析了
'%,

例妊娠期乙肝

患者前
G'

抗原$

V;1$G'

&*乙型肝炎病毒
J"/

$

a-4J"/

&及

乙肝五项检测结果#旨在探讨
V;1$G'

检测对于妊娠期乙肝患

者的临床意义#报道如下)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本院
%,,F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妊

娠期乙肝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孕周
%A

'

@'

周#平均
(%)%

周#

a-4

感染史
'

'

'%

年#平均
F)*

年)

E)F

"

仪器与试剂
"

酶联免疫吸附法$

#\6G/

&

V;1$G'

检测使用

北京普朗新技术公司酶免仪及配套洗板机#试剂由上海科华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乙肝五项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使用上海新波生物
GbW$-',

型时间分辨免疫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

a-4J"/

检测使用美国
/-6

公司
A*,,

型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

V!U

&扩增仪#试剂由上海之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

E)G

"

方法
"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

'

*P\

#离心分离血清后

'

'

%E

内检测乙肝五项及
V;1$G'

#再将血清标本置
g%,Y

冻

存#每周
'

次集中测定
a-4J"/

)以上检测均按说明书要

求#并由固定主管检验技师操作)所用试剂均通过卫生部批

检#试剂和质控血清均在有效期内使用)全部仪器*设备运行

状况良好#每日质控结果*每批测定阴阳对照均在受控范围内%

乙肝五项检测参加河南省临检中心室间质评均合格)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GVGG'%),

进行数据结

果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D

$

,),*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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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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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例血清标本中共检出乙肝五项大三阳$

a-9/

?

*

a-1/

?

及抗
$a-I

阳性&

(*

例$大三阳组&#小三阳$

a-9/

?

*抗
$

a-1

及抗
$a-I

阳性&

@@

例$小三阳组&#其他
a-9/

?

阳性模式

$包括
a-9/

?

及抗
$a-1

阳性*

a-9/

?

及抗
$a-I

阳性*

a-9/

?

单一阳性&

@'

例$其他阳性组&)大三阳组
V;1$G'

*

a-4J"/

阳性率均高于其他各组$

D

$

,),*

&%小三阳组
V;1$G'

*

a-4

J"/

阳性率高于其他阳性组$

D

$

,),*

&)详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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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阳性模式妊娠期乙肝患者
V;1$G'

及

a-4J"/

阳性检出结果'

D

#

#

)

#

%(

组别
# V;1$G'

阳性
a-4J"/

阳性

大三阳组
(* C')@

$

(%

"

(*

&

+*)A

$

(,

"

(*

&

小三阳组
@@ F+)%

$

(,

"

@@

&

*C)'

$

%F

"

@@

&

其他阳性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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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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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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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传播是
a-4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有报道认为#妊娠

合并
a-4

感染可导致产后出血*胎儿窘迫发生率增加'

%$(

(

)

有研究表明#新生儿
a-4

感染与母亲血清中
a-1/

?

阳性明

显相关#结合状态的
a-1/

?

可通过结合胎盘上的
6

?

.

受体而

进入胎儿血循环#干扰机体免疫细胞对病毒的识别和杀伤#甚

至影响特异性抗体的产生#而不能清除来自母体的
a-4

#从而

造成胎儿的慢性携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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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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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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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及红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

观察组

红细胞
!(<

受体花环检出率低于对照组#

6

?

/

*

6

?

.

*

6

?

W

*

!(

*

!@

*免疫复合物花环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D

$

,),*

&%

!67V

组

与
/67V

组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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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V

是儿童最常见的出血性疾病$

@F

"

',,

万&#成人发病

率则为
(+

"

',,

万左右'

@$*

(

)

67V

发病与免疫机制有关#因此有

学者认为应改称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F

(

)红细胞免疫

是机体防御机制之一)人体血管内的病理性循环免疫复合物

通过细胞表面补体受体结合红细胞#转运至肝*脾后被巨噬细

胞吞噬*清除%红细胞通过细胞表面补体受体还能黏附病毒*细

菌#使其悬浮于血液循环中#更易被吞噬细胞清除#从而提高了

机体免疫功能'

A$'%

(

)

本研究就
67V

患者免疫状态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发现

与健康者比较#

67V

患者
!J(

i

*

!J@

i

*

!J@

i

"

!J+

i

*红细胞

!(<

受体花环检出率降低#

!J+

i

*

6

?

/

*

6

?

.

*

6

?

W

*

!(

*

!@

*免疫

复合物花环检出率升高#且
!67V

患者较
/67V

患者的异常改

变更为明显#说明
67V

患者机体免疫状态呈异常状态#且与疾

病严重程度有较大的相关性)这对了解疾病严重程度及确定

疾病分型等有一定的意义#且可为疾病诊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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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胎儿宫内感染率随孕妇血中
a-4J"/

含量增高而增高#

且孕妇血中
a-4J"/

含量与新生儿血中
a-4J"/

含量呈正

相关)因此#对妊娠期妇女进行
a-4

检测#特别是对妊娠合并

a-4

感染者进行
a-4J"/

和
a-1/

?

检测意义重大)

a-4J"/

被认为是判断病毒是否复制和有无传染性的

,金标准-#血清中存在
a-4J"/

是诊断
a-4

感染最直接的

证据'

F

(

)但
a-4J"/

检测常采用杂交法和
V!U

法#需要特

殊设备*操作繁杂#难以在基层医院开展)乙肝五项中
a-1/

?

阳性是用于判断
a-4

复制和传染性的指标之一#且通常认为

a-1/

?

转阴提示
a-4

被清除#患者病情趋于好转)随着对

a-4

研究深入#

V;1$G'

对于乙肝的诊断价值#特别是用于判断

a-1/

?

阴性慢性乙肝患者肝细胞损害的价值日益受到关注)

V;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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