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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法定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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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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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符合率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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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补充!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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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做到早期检测!防止漏检!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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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由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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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传染性肝炎(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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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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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并

有逐年上升趋势(在病毒感染性肝炎中#仅次于乙型肝炎病毒

引起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的传播主要是由输血'透析'性传

播'手术'母婴传播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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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肝脏急慢性炎症坏死

和纤维化#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

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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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丙型肝炎缺乏保护性疫苗#及时准确的实验室诊断

对控制丙型肝炎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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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感染时#大多数

人的临床症状不太典型#很容易被忽视而漏诊(因此#丙型肝

炎的早期正确诊断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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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丙型肝炎感染最常规的实验方法是
*TY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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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测法(

&(',2N

是目前诊断丙型

肝炎应用最为广泛的检测项目#作为机体特异性免疫应答的产

物#可以间接反映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情况(

&(',2N

检测

操作简便#结果稳定#适合于丙型肝炎感染的初次筛查#也适用

于高危人群的筛查(但其检测-窗口期.长#约为
.$L

左右#不

能及时反映丙型肝炎的早期感染#处于-窗口期.的患者容易被

漏诊(还有一些丙型肝炎感染者免疫力低下#或者经免疫抑制

剂治疗后不产生
&(',2N

#也有可能造成漏诊(并且
&(',

2N

是非中和性抗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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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标志#在机体内可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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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能区分既往感染与新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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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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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容易出现假阳性及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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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丙型肝炎感染诊断指标#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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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时间缩短#一般可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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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丙型肝炎病毒的早期感染患者#

以及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不能产生
&(',2N

的患者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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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作为丙型肝炎病毒早期感染指标#几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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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因此#在不具备
&(',412

检测条件的基层

实验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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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是比较好的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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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

有关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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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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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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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者之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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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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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灵敏度均较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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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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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证实了以上观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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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弥补
&(',2N

检测的不足(

&(',412

是目前临床上判断丙型肝炎感染#抗病毒治疗

效果评价的重要实验室手段#在机体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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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被检测到(

&(',412

可以反映丙型肝炎病毒复制及其传染

性#还可用于抗病毒治疗的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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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检测技术复杂#

影响因素较多#实验条件要求高#且检测费用也相对较高(对

于开展丙型肝炎病毒筛查有一定局限(且通过本研究结果发

现#

&(',2N

阴性中
&(',412

阳性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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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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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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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所有检测人群中全都进行
&(',412

检测可能会浪费大量

的医疗资源(

综上所述#

&(',H2

B

和
&(',412

检测具有高度一致

性(

&(',2N

和
&(',H2

B

联合检测#可以有效缩短丙型肝炎

-窗口期.#适合大规模筛查#降低漏诊率(必要时#再对患者进

行
&(',412

检测#对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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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显微镜镜检#易导致临床上相当一部分的漏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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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显微

镜镜检是在一定染色条件下#根据细胞的大小'形态'核型'染

色质'胞质的颜色及有无颗粒等情况综合分析的结果#是比较

经典的形态学分类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白细胞散点图

有异常报警提示时一定要结合显微镜镜检分类#才能保证分类

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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