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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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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高发区#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人群均有可能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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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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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血清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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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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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因此#

Z]-1G

检测在排除乙型肝炎诊

断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各类抗体阳性模式的具体意义包括!

$

"

&单项
Z]-1G

阳性见于
Z]P

急性感染后的恢复早期#

Z],

+1

D

消失而
Z]+1G

尚未出现的时期#因母婴垂直传播感染

Z]P

的婴儿'$

#

&

Z]-,!

D

W

阳性见于
Z]P

既往感染#但需排

除假阳性结果)

""

*

'$

$

&

Z]-1G,!

D

R

阳性见于急性或近期

Z]P

感染#且患者体内存在病毒复制%若
Z]-1G,!

D

R

持续高

滴度#则说明病情有慢性化倾向%若慢性活动性乙肝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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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度较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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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活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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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虑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人群多出生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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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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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中国正式开展计划免疫工作#使该年龄段

成为主动免疫的主要受益者'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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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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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为最少'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乙肝疫苗重要性

认识程度的提高#主动接种乙肝疫苗的人群在不断增加#理论

上#低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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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应较高'但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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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以
#)

!

&4

岁年龄段较高#可能与受试者的选择方式有关'

本研究以于医院就诊的患者为受试对象#而
#)

岁以下人群一

般体质较强#于医院就诊的可能性较低'表
#

显示男(女性

Z]+1G

(

Z]-,!

D

W

阳性者均以
()

!#

&)

岁组为最多#与
Z],

+1G

阳性率的年龄分布特征较为接近#可能与受相同因素影响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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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消失#处于感染恢复期'处于此期的患者仍应注

意加强肝脏保护(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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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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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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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阴情况(定期检查肝功能指标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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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和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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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均分布较少#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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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群较其他年龄段人群具有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导

致感染
Z]P

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年龄段人群有关'总体而

言#呼和浩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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