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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患者血清中
SU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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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bMVZ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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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5

呈不同水平程度的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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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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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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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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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UO2

-

%

SR2)

%

SR2,

在慢性乙肝患者外周血清中的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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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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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V

的感染#从携带
bM04

:

抗原发展为
NbM

%

RN

#最后演变为
bNN

是个长期的持续过程(

)

)

$最新

研究发现#

5<!

"

5<"

细胞功能的失衡可能会使
bMV

感染转为慢性化(

$

)

$当
5<!

细胞占主导时#机体清除

bMV

病毒#使其恢复+而当
5<"

细胞占主导时#机体

处于慢性持续感染状态(

,

)

$最近有研究者对
bMV

感

染后处于免疫耐受%免疫清除及急性期乙型肝炎分析

发现#患者体内的细胞因子水平及
5<!

"

5<"

比率都

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乙肝患者

5<!

"

5<"

比率显著升高#但在以上
*

个疾病阶段未发

现明显差异(

(

)

$为进一步了解
bMV

感染患者
5

细

胞免疫功能状态#在本课题组之前对乙肝患者
5

细胞

表面相关免疫分子的研究基础上(

&2+

)

#笔者主要研究

了在
bMV

感染的不同阶段#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

&

SUO2

-

%

SR2)

%

SR2,

'的表达水平#进一步探其
5

细胞

免疫状态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慢性化两者的相关性$

SUO2

-

和
SR2)

在
bMV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但
SUO2

-

"

SR2)

比值明显低于

健康对照组#这与施文娟等(

,

)发现
NbM

患者血清中

SUO2

-

水平显著升高相一致$笔者对
NbM

%

RN

和

bNN

组还进行了两两相互比较#结果显示#

SR2)

水平

在
NbM

组高于
RN

组和
bNN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SUO2

-

的水平在
NbM

%

RN

和
bNN

组未见显著变

化$推测机体感染乙肝病毒后#激活
5<

细胞#分泌多

种细胞因子$与分泌
5<!

型细胞因子相比#

5<

细胞

分泌了更多
5<"

型细胞因子#诱导细胞免疫平衡向

5<"

方向倾斜#机体表现为
bMV

感染慢性化$根据

研究#笔者还发现
SR2,

水平在
bNN

组高于
NbM

组

和
RN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已有研究者报道乙

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癌的进展中#

SR2,

和
5OU2

&

水平

会显著升高(

!%

)

$感染乙肝病毒后#机体的免疫系统受

到刺激#免疫细胞激活后会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诱导

机体产生
SR2,

等炎性细胞因子#这些炎性细胞因子会

介导肝细胞损伤#最终导致肝纤维化(

!!

)

$

同时笔者将乙肝病毒感染患者血清中
SUO2

-

%

SR2

)

%

SR2,

水平与
bMVZO4

载量%

bM84

:

和
4R5

等

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

SUO2

-

的表达

水平与
bMVZO4

的载量%

4R5

呈不同水平程度的

负相关+

SR2)

的表达水平与
bMVZO4

载量呈正相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MVZO4

载量可衡量乙肝病毒持续存在#且在

乙肝慢性化进程中呈现出显著差异#

bMVZO4

载量

在
NbM

患者%

RN

患者%

bNN

患者中逐渐较少$据此

笔者推测
SUO2

-

和
SR2)

水平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

4R5

的水平可筛选肝脏疾病(

!"

)

#

4R5

水平在乙肝慢

性化的进展过程中#呈现出显著差异#这提示
SUO2

-

可能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由此笔者推测
SUO2

-

可作

为监测乙型肝炎患者
5

细胞免疫功能的新指标$

通过对
bM84

:

阳性和阴性分组研究发现#

SUO2

-

%

SR2)

和
SR2,

在血清中的表达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

异#但研究表明#在乙肝病毒感染不同阶段#

bM84

:

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bM84

:

可用于筛

选肝脏疾病$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实验中发现#年

龄及性别在
bMV

感染不同时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与多数学者认为两者在乙肝不同时期无差异不一

致(

!*

)

$考虑原因是收集不同感染时期的标本数量较

少#导致结果有差异#后期将继续扩大标本量研究$

A

"

结
""

论

""

SUO2

-

与
SR2)

水平比例失衡可能与患者乙肝病

毒持续感染有关#导致乙肝病毒无法清除$提示
SUO2

-

可作为新的监测指标与
bMVZO4

载量%

4R5

和

bH84

:

共同反映
bMV

感染不同阶段患者
5

细胞的

免疫功能#这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乙肝患者免疫功能提

供线索#为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带来福音$

参考文献

(

!

)

V4OZP3T R̀PO3c

#

W]3POcP3WZ

#

MSPW54]J

#

89;@#U;76D;H@88??8=96?;>8?67/D619<81AIH8D;1>?A1=2

9/61;@/9

E

6?I

E

8@6/>>81>D/9/==8@@06?

C

;9/8190F/9<=<D61/=

bMV

(

J

)

#b8

C

;96@6

:E

#

"%%,

#

"$

&

))

'!

+%(2+!)#

(

"

)

PV4OWNT

#

JPOOP33c#5D;10=D/

C

9/61?;=96D/198D2

C

@;

E

/15<8@

C

8D=8@@>/??8D819/;9/61

(

J

)

#

&下转第
***

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19JR;HT8>

!

U8HDA;D

E

"%!&

!

V6@#)%

!

O6#*



"$

%肿瘤坏死因子
&

水平和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J

)

#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

#

"!

&

!"

'!

!%+*2!%+,#

(

*

) 李丹#聂善静#王宏
#W;@A0/12

&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4"

与

颈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并发脑梗死的关系(

J

)

#

实用

医学杂志#

"%!,

#

*"

&

(

'!

!%$!2!%$)#

(

)

)

NbPOZ_

#

bQ4OcYR

#

RQW

#

89;@#5<88??8=906?D<2

MT]2";1>5D8

:

"

5<!(?A1=9/61;@>/08

X

A/@/HD/AI/1AD82

I/=

C

;9/8190F/9<=;D>/67;0=A@;D=6I

C

@/=;9/61;?98DI;/12

981;1=8<8I6>/;@

E

0/0

(

J

)

#S19J4D9/? D̀

:

;10

#

"%!*

#

*,

&

(

'!

),)2)("#

(

$

) 王均鹏#包明威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69<6

水平与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

J

)

#

山东医药#

"%!(

#

$(

&

!)

'!

$&2

,%#

(

,

) 刘章锁#王沛
#[

"

Z̀ fS

指南关于慢性肾脏病分期的临床

指导意义(

J

)

#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

#

"&

&

!

'!

"!2")#

(

(

)

WQOcJ_

#

NbQOc L

#

[ST 4J

#

89;@#N;@=/9D/6@9D8;92

I819/1=D8;08008DAI@878@06?9<806@AH@8D8=8

C

96D6?;>2

7;1=8>

:

@

E

=;9/6181>

C

D6>A=90/1<8I6>/;@

E

0/0

C

;9/8190

F/9<08=61>;D

E

<

EC

8D

C

;D;9<

E

D6/>/0I

(

J

)

#56<6BAJPG

C

T8>

#

"%!*

#

"*%

&

!

'!

$+2,,#

(

&

)

_SRT4db

#

w

PRS[ b 5

#

cQ3PR` T

#

89;@#S1=D8;08>

08DAI@878@06?cZU2!$;006=/;98> F/9< I6D9;@/9

E

;1>

0AH=@/1/=;@;9<8D60=@8D60/0/1

C

;9/819061I;/1981;1=8<82

I6>/;@

E

0/0

(

J

)

#b8DK

#

"%!$

#

)%

&

WA

CC

@*

'!

*%$2*!"#

(

+

) 郑淑蓓
#

血清可溶性
[@69<6

蛋白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心血管疾病及预后的关系(

J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

**

&

)

'!

",)2"(%#

(

!%

)

PR2WbPb4M_ 4 T

#

PR2[b45SM T T

#

T43d̀ Q[

W

#

89;@#38@;9/610</

C

6?M0IS

C

6@

E

I6D

C

</0I6?7/9;I/1Z

D8=8

C

96D

:

818F/9<@8?97819D/=A@;D<

EC

8D9D6

C

<

E

;1>;9<2

8D60=@8D60/0/1<8I6>/;@

E

0/0

C

;9/8190

(

J

)

#W=;1>JN@/1R;H

S17809

#

"%!*

#

(*

&

!

'!

($2&!#

(

!!

)邓晓风#代青#万莉#等
#

多模式组合透析对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
[@69<6

蛋白#

UcU2"*

和
MO]

的影响(

J

)

#

中华危

重病急救医学#

"%!(

#

"+

&

(

'!

,*,2,*+#

(

!"

)吴道诩#徐岩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

J

)

#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

#

!(

&

*!

'!

$,,,2$,("#

(

!*

)王春光#赵战云#陈延涛
#

终末期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颈动脉结构%形态及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分析(

J

)

#

山

东医药#

"%!"

#

$"

&

!+

'!

$!2$"#

(

!)

)

[̀ T45WQ T

#

[̀4d4[S T

#

5WQNbS_4 [

#

89;@#

46D9/=;D=<=;@=/?/=;9/61

C

D8>/=90=;D>/67;0=A@;D;1>;@@2

=;A08I6D9;@/9

E

/1I;/1981;1=8<8I6>/;@

E

0/0

C

;9/8190

(

J

)

#

[/>18

E

M@66>]D800380

#

"%!)

#

*+

&

,

'!

,$&2,,(#

(

!$

)涂曦文#彭佑铭#唐东兴#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

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J

)

#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

#

"*

&

,

'!

,!*2,!,#

(

!,

)郑淑蓓#金领微#李占园#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冠状动

脉钙化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J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

*!

&

$

'!

**+2*))#

&收稿日期!

"%!&2%+2*%

"

修回日期!

"%!&2!!2!"

'

&上接第
*"&

页'

""

MD/8?UA189c816I/=0

#

"%!*

#

!"

&

,

'!

)++2$!!#

(

*

)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

慢性

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年版'(

J

)

#

中华肝脏病杂志#

"%!!

#

*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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