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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相关因素$方法
!

将在该中心接受乙肝疫苗接种的
#'$

例成年人

纳入研究!包括无弱应答反应
*$

例%正常应答反应
*$

例!分别纳入无应答组和应答组!对接种乙肝疫苗后发生无%弱免疫应答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

"

#

#单因素分析(两组接种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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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高龄%男性%吸烟史%

GKY

过高%

JFZ

潜在感染%

I!%

`

4

细胞以及
YO["

+

和
YS"'

水平低%

I!R

`细胞水平高是发生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危险因素$结论
!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受到性别%年龄%吸烟史%肥胖%

JFZ

潜在感染情况以及自身免疫功能的影响!应当采取必要

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乙型肝炎&

!

免疫应答&

!

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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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是常见的消化系统传染病#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

最主要的预防措施'但是部分患者可出现无*弱免疫应答反

应#进而影响疫苗接种的预防效果(

#

)

'无*弱免疫应答的发生

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明确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助于针对性的

制定干预措施(

'

)

'在下列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成人接种乙肝

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相关因素'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在本中心

接受乙肝疫苗接种的
#'$

例成年人纳入研究#纳入标准!$

#

%

辖区内常住人口&$

'

%年龄
#R

"

*$

岁&$

)

%既往未接受过乙肝疫

苗接种#也无
JGZ

感染史&$

%

%接种前#抗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抗体$

32;0"JG1

%和抗乙肝病毒核心抗原抗体$

32;0"JGC

%均为

阴性&$

+

%无弱应答反应
*$

例*正常应答反应
*$

例'根据免疫

应答情况将接种者分别纳入无应答组和应答组'无应答组为

无弱免疫应答反应#应答组为正常应答反应'

A-B

!

无*弱免疫应答的判断方法
!

接种后#

32;0"JG1

$

#$

>YL

"

>S

#且
JG13

B

*

JGZ![3

均为阴性#则判断为无应答&

32;0"JG1#$

"

#$$>YL

"

>S

为弱应答&

32;0"JG1

%

#$$>YL

"

>S

为正常应答'

A-C

!

调查方法
!

调查人员设计,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免疫应

答影响因素调查表-#由同一组调查人员对接种者的相关因素

进行调查#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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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史*

JGZ

潜在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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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细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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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细胞水平*

YO["

+

和
YS"

'

水平'

A-E

!

检测方法
!

采集受试对象空腹静脉血
+>S

#

)$$$A

"

>02

离心
#$>02

取上清液#

I!%

`

4

细胞和
I!R

`

4

细胞水平采用

流失细胞法检测#购自上海纪宁生物科研有限公司#型号
%R4

"

&*4

#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步骤说明进行&

YO["

+

和
YS"'

水平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晶美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步骤说明进行'

A-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FUU#R-$

软件录入数据#计量资料

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8

检验*计数资料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

' 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Ŝ

向后分析法纳入变量#采用
95

B

01;0C

回

归进行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单因素分析
!

无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Y2;MS8EK6@

!

3:

B

:1;'$#+

!

Z59-)*

!

[5-#+

"

基金项目!

'$##

年龙岗区科技计划项目$

gU'$##$#$

%%'

!

作者简介!张健波#男#主管医师#主要从事传染病防控研究'



应答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

GKY

*

JGZ

潜在感染情况*

I!%

`

4

细胞和
I!R

`

4

细胞水平*

YO["

+

和
YS"'

水平与应答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无应答组 应答组
8

)

'

"

性别$

%

% 男
)) '# _ %-R%R

$

$-$+

女
'( )& _ _ _

年龄$岁%

+)-+'i*-') %*-'%i+-+R +-)R% _

$

$-$+

吸烟史$

%

% 无
)' %% _ +-#*(

$

$-$+

有
'R #* _ _ _

GKY

$

W

B

"

>

'

%

_ 'R-%(i)-*# ')-&#i)-R# +-R+' _

$

$-$+

JFZ

潜在感染$

%

%

_ ## ' _ *-&RR

$

$-$+

I!%

`

4

细胞$

.

%

_ '+-')i%-') )*-'+i+-&# *-'R) _

$

$-$+

I!R

`

4

细胞$

.

%

_ )#-%&i%-'% ')-)#i)-&# +-&') _

$

$-$+

YS"'

$

2

B

"

S

%

_ )-)#i$-+% +-%%i$-*' (-'R) _

$

$-$+

YO["A

$

2

B

"

S

%

_ ##(-'&i#+-%) #&%-#%i'%-#' (-(-+' _

$

$-$+

!!

_

!无数据'

B-B

!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
95

B

01;0C

回归分析

!

经
Ŝ

向后筛选法将性别*年龄*

GKY

*吸烟史*

JGZ

潜在感

染情况*

I!%

`

4

细胞和
I!R

`

4

细胞水平*

YO["

+

和
YS"'

水平

纳入方程&经
95

B

01;0C

回归分析可知#高龄*男性*吸烟史*

GKY

过高*

JFZ

潜在感染*

I!%

`

4

细胞以及
YO["

+

和
YS"'

水平

低*

I!R

`细胞水平高是发生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

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
95

B

01;0C

!!!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

PQ

值
&+.;L X89@

!

'

"

性别
'-R%+ #-R+' #-#&+

"

'-(+* &-'R+

$

$-$+

年龄
_)-+R' $-#R% $-#$)

"

$-)#% #&-)R%

$

$-$+

吸烟史
_)-'&) $-'%( $-#(%

"

$-))R #%-+R+

$

$-$+

GKY _'-R%& $-'#R $-#)(

"

$-))' #(-(R+

$

$-$+

JFZ

潜在感染
_'-%(+ $-)$% $-'$R

"

$-%#+ ##-%+&

$

$-$+

I!%

`

4

细胞
#-&%+ '-#%+ #-%(R

"

'-&%R #)-)R+

$

$-$+

I!R

`

4

细胞
_'-(R+ $-#&$ $-#)#

"

$-'(+ #'-+R'

$

$-$+

YS"' '-+&' '-%+' #-(R+

"

)-#R% #+-*%&

$

$-$+

YO["

+

'-&#$ '-R&+ '-'%R

"

)-(R+ #%-+R'

$

$-$+

C

!

讨
!!

论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慢性传染性疾病#由

JGZ

感染引起#表现为肝脏功能持续性损害#可逐步发展为慢

性肝炎和肝硬化#同时也是发生肝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

)

'我

国是
JGZ

感染的高发地区#超过
#$.

的人群是
JGZ

携带者'

目前#尚无治疗乙型肝炎的特效药物#临床常用的抗病毒药物

包括干扰素*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等#虽然能够通过不同机制

来抑制
JGZ

的复制#但无法彻底杀灭病毒(

%

)

#患者需要长期

服药#且会出现耐药现象#并导致病情的反复和进展(

+

)

'近年

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乙型肝炎的预防#而接种乙肝疫苗是最

为有效的预防措施#通过诱导机体产生抗病毒抗体来发挥预防

作用(

*

)

'但是#在注射乙肝疫苗后#仍有
+.

"

#$.

的疫苗接

种者不能有效的产生抗病毒抗体#表现为无*弱免疫应答#这就

直接影响了疫苗接种的预防价值(

(

)

'在临床实践中#若能明确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相关因素#可以早期筛

查可能发生无*弱免疫应答的接种者#并尽早采取处理措施'

在本研究中#为了明确无*弱免疫应答的影响因素#首先通

过单因素分析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筛查#由结果可

知#性别*年龄*

GKY

*吸烟史*

JGZ

潜在感染情况*

I!%

`

4

细

胞和
I!R

`

4

细胞水平*

YO["

+

和
YS"'

水平与应答组有差异'

由此可以反映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接种者年龄越大#机体的

各项免疫功能开始衰退#对外源性注射的疫苗无法做出足够的

应答#这就造成无*弱免疫应答的发生(

R

)

&$

'

%肥胖接种者受到

肥胖因素的影响#体内存在免疫功能低下#辅助性
4

细胞*

[V

细胞的水平大大降低#无法在注射疫苗后产生足够的抗病毒抗

体(

&

)

&$

)

%吸烟会摄入尼古丁并造成外周血管慢性收缩#延迟机

体对乙肝疫苗的吸收过程#这也间接造成了接种者发生无*弱

免疫应答(

#$

)

&$

%

%在接种疫苗前存在
JGZ

潜在感染会引起机

体出现免疫耐受或免疫抑制#常规剂量的疫苗注射不足以刺激

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反应(

##

)

&$

+

%机体免疫功能是决定接种者对

疫苗反应性的决定性因素#

I!%

`

4

细胞是体内最重要的辅助

性
4

细胞#通过分泌
YO["

+

*

YS"'

来介导免疫反应#而
I!R

`

4

细胞则是体内重要的抑制性
4

细胞#可以抑制免疫功能(

#'

)

&接

种者
I!%

`

4

细胞以及
YO["

+

和
YS"'

水平低*

I!R

`细胞水平

高#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并造成无*弱免疫应答(

#)

)

'狄军波

等(

#%

)通过对
($'

例婴儿接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免疫应答的研

究认为#乙肝疫苗无应答*弱应答者抗
JG1

低下与
YS"#'

*

YS"

#$

产生不足有关#与本文在成人的研究中结论基本一致'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发生是一个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的综合过程#通过之前的单因素分析可以初步明确

参与该过程的可能影响因素#但若仅用单一因素对无*弱免疫

应答的发生进行解释#势必会影响筛查的准确性#也无法正确

认识无*弱免疫应答的发生过程(

#+

)

'本研究中#在单因素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了
95

B

01;0C

回归分析#对无*弱免疫应答发生的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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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R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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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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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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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由结果可知#高龄*男性*吸烟史*

GKY

过高*

JFZ

潜在感染*

I!%

`

4

细胞以及
YO["

+

和
YS"'

水平

低*

I!R

`细胞水平高是发生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的

危险因素'这就说明在临床接种乙肝疫苗时应注重以下几方

面!$

#

%针对高龄*男性*

JFZ

潜在感染的接种者#适当增加接

种剂量#如刘甲野等(

#*

)研究认为#初次免疫无应答抗
"JGC

单

阳者再免疫
)

针后应答率可达到
R'-)+.

"

&$-$$.

&$

'

%督促

接种者戒烟*控制体质量&$

)

%改善接种者的免疫功能#保证正

常的免疫应答反应'

本文研究表明#成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无*弱免疫应答受到

性别*年龄*吸烟史*肥胖*

JFZ

潜在感染情况以及自身免疫功

能的影响#针对可能发生无*弱免疫应答的接种者应采取必要

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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