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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乙型肝炎病毒棬斎斅斨棭感染是全球性公共卫生

问题棳我国是乙型肝炎疾病的高发区棳大约有棻棸棩
的人感染或携带该病毒椲棻椵暎斎斅斨感染后可出现重

症肝炎棳急暍慢性肝炎等多种临床表现棳其中部分慢

性肝炎可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椲棽灢棾椵暎乙肝的诊断一

般以血清学暍临床生化结果为依据棳其中 斎斅斨 血

清标志物是诊断乙肝的重要指标椲棿椵暎国外不少学

者报道棳人群中存在 斎斅斿斄旂阴性的 斎斅斨 携带者

和抗灢斎斅旙阳性后仍可有 斎斅斨 复制等情况椲椵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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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棳国内开展的 斎斅斨 血清检测项目主要有 斎斅灢
旙斄旂暍抗灢斎斅旙暍斎斅斿斄旂暍抗灢斎斅斿暍抗灢斎斅斻暍抗灢斎斅斿
斏旂斖暍斝斎旂斄棬多聚白蛋白受体棭暍斎斅斨灢斈斘斄暍斈斘斄灢
斝以及 斎斅旙斄旂抗灢斎斅旙斏旂斖 免疫复合物 斈斸旑斿颗

粒棳其中 常用的是前 项即二对半椲椂椵暎大学生是

乙肝感染的高危人群棳为了解目前大学生乙型肝炎

的感染情况棳探讨在大学生中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

的表现模式及其构成比棳不同模式的传染性及流行

病学意义棳我们进行了本次调查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观察对象为某医学院校本部的在校本科生棳用
按比例分层抽样法从 个年级中抽取棽棽椃名大学

生组成研究样本暎
棻灡棽暋方法

采用斉斕斏斢斄 血清学试验检测 斎斅斨 血清标记

物棳同时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收集有关信息棳发
放调查问卷棽棽椃份棳回收棽棽椃份暎
棻灡棽灡棻暋标本的采集与检测暋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

空腹静脉血棽旐旍棳迅速分离血清棳置棴棽棸曟保存备

用暎采 用 斉斕斏斢斄 法 检 测 斎斅旙斄旂暍抗灢斎斅旙暍
斎斅斿斄旂暍抗灢斎斅斿暍抗灢斎斅斻棳进行初筛暎
棻灡棽灡棽暋问卷调查暋内容包括一般特征棬年龄暍性别

等棭棳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棳是否接种过疫苗棳家庭成

员情况棬有无肝炎患者棭棳患病情况棳物品是否专用棳
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等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斢斢棻棻灡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一般情况

棽棽椃名大学生中棳年龄 小的棻椆岁棳 大的棽
岁棳平均年龄棬棽棻灡椄椃暲棻灡棸棾 棭岁椈其中男生棻棽椄人棳
女生椆椆人椈棻椃椂人来自农村棳棻人来自城市暎基本

情况见表棻棳患病情况见表棽暎

表棻暋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棬旑棳棩棭
基本情况 是 否 棩

接种乙肝疫苗 棻椄棻 棿椂 椃椆灡椃
物品是否专用暋修眉刀或剃须刀 棻棸 椃椃 椂椂灡棻
暋暋暋暋暋暋暋餐具棬水杯棭 棻棽 椃 椂椃灡棸

表棽暋调查对象患病情况棬旑棳棩棭
患病情况 有 无 患病率棩

心脏病暍糖尿病 棸 棽棽椃 棸
肺结核暍慢性肾病 棻 棽棽椂 棸灡棿
贫血 棻棿 棽棻棾 椂灡棽
其他疾病 椃棻 棻椂 棾棻灡棾
住院治疗 棾棻 棻椆椂 棻棾灡椃
家人患乙肝情况 棽棻 棽棸椂 椆灡棾

棽灡棽暋乙型肝炎感染情况

棽灡棽灡棻暋斎斅斨 血清标志物阳性检出情况暋总阳性

率为血清标志物有棻项及以上阳性者所占的比例棳
棽棽椃名大学生总阳性率为椃灡棾棩棬棻椃棻棷棽棽椃棭棳见表

棾暍棿暎
表棾暋棽棽椃名受检者血清标志物阳性率检出情况棬旑棳棩棭

变量 斎斅旙斄旂栙 抗灢斎斅旙栚 斎斅斿斄旂栛 抗灢斎斅斿栜 抗灢斎斅斻栞

阳性数 椃 棻椂棿 棾 棻棽 棽
阳性率 棾灡棻 椃棽灡棽 棻灡棾 灡棾 棻棻灡棸

暋暋注椇表中栙栚栛栜栞为 斎斅斨血清学标志的代码棳并以此代码

来描述乙肝 项模式

表棿暋血清标志物总阳性率的比较棬旑棳棩棭
变量

阳性
人数

受检
人数

阳性率
棬棩棭 氈棽

出生地 城市
暋暋暋 农村

棿棿
棻棽椃

棻
棻椃椂

椄椂灡棾
椃棽灡棽 棿灡棽棾椆 棸灡棸棾椆

疫苗暋 接种组
暋暋 暋未接种组

棻棿椃
棽棿

棻椄棻
棿椂

椄棻灡棽
棽灡棽 棻椂灡椂棿椂 棸灡棸棸棸

棽灡棽灡棽暋斎斅斨 血清标志物检出模式及比例暋共检

测棽棽椃份血清标本棳其中 棻椃棻 份标 本检出 血清

斎斅斨标志物棳组成椆种模式棳见表 暎
表 暋大学生血清 斎斅斨标志物检出模式分布表棬棩棭

模式 斎斅旙斄旂栙 抗灢斎斅旙栚 斎斅斿斄旂栛 抗灢斎斅斿栜 抗灢斎斅斻栞 旑 阳性率

棻 棴 棲 棴 棴 棴 棻棿棻 椂棽灡棻
棽 棲 棴 棲 棴 棲 棾 棻灡棾棽
棾 棲 棴 棴 棲 棲 棻 棸灡棿棿
棿 棴 棲 棴 棲 棲 椆 棾灡椆椂

棴 棲 棴 棴 棲 棻棻 棿灡椄
椂 棴 棲 棴 棲 棴 棽 棸灡椄椄
椃 棲 棴 棴 棴 棴 棽 棸灡椄椄
椄 棲 棲 棴 棴 棴 棻 棸灡棿棿
椆 棴 棴 棴 棴 棲 棻 棸灡棿棿

合计 棻椃棻 椃灡棾
暋暋注椇表中栙栚栛栜栞为 斎斅斨血清学标志的代码棳并以此代码来描述乙

肝 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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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灡棾暋抗灢斎斅旙的检出情况暋血清抗灢斎斅旙标志物

单项阳性棻棿棻例棳阳性率为椂棽灡棻棩棬棻棿棻棷棽棽椃棭暎对

性别暍出生地暍是否接种疫苗分别进行氈棽 检验棳结
果见表椂暎

表椂暋血清抗灢斎斅旙标志物单项阳性率的比较棬旑棳棩棭
变量

阳性

人数

受检

人数

阳性率

棬棩棭 氈棽

性别

暋
男

女
椃棿
椂椃

棻棽椄
椆椆

椃灡椄
椂椃灡椃 棽灡棾棸椄 棸灡棻棽椆

出生地

暋
城市

农村
棾椄
棻棸棾

棻
棻椃椂

椃棿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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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灡棿暋感染组检出情况暋暟大三阳暠棬即栙栛栞组

合模式棭的阳性率为棻灡棾棽棩棳暟小三阳暠棬即栙栜栞
组合模式棭的阳性率为棸灡棿棿棩棳斎斅旙斄旂与抗灢斎斅旙
同时检出棬即栙栚组合模式棭的阳性率为棸灡棿棿棩棳
单独 斎斅旙斄旂棬即栙组合模式棭的阳性率为棸灡椄椄棩暎
总的感染组阳性率为棾灡棻棩暎
棾暋讨论

本组检测乙肝暟两对半暠共椆种组合模式棳其中

单项抗灢斎斅旙阳性占全部 斎斅斨 血清标志物阳性标

本的绝大多数棳而且他们中的椆棻灡 棩为接种过乙

肝疫苗者棳分析原因与近棽棸年来我国逐步加强了

对儿童期乙肝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有关棳乙肝疫苗

的接种有力地提高了人群机体抗乙肝病毒的水平暎
暟大三阳暠和暟小三阳暠的阳性率均低于健康体检人

群椲椃椵暎
不同检出模式的意义不同棳暟大三阳暠棬即 斎斅灢

旙斄旂暍斎斅斿斄旂暍抗灢斎斅斻三项阳性棭是感染早期的主

要模式棳提示 斎斅斨正在复制棳病情处于活动期棳有
显著的传染性暎暟小三阳暠棬即 斎斅旙斄旂暍抗灢斎斅斿暍抗灢
斎斅斻三项阳性棭提示 斎斅斨 复制停止或低复制棳病
情处于非活动状态棳传染性弱暎结果中出现除抗灢
斎斅旙阳性外棳尚伴有抗灢斎斅斿暍抗灢斎斅斻阳性的组合棳
即暟栚栜栞暠棳暟栚栞暠棳暟栚栜暠棾种组合棳有研究证

实棳此类模式为接触暍感染乙肝病毒的结果棳抗灢
斎斅旙出现只能说明病情趋于好转棳临床医生要结

合肝功能各项指标情况做出合理的治疗方案椲椄椵暎
一般情况下血清中 斎斅旙斄旂和抗灢斎斅旙不同时存

在棳此次结果中有棻例棽项同时存在棳其原因可能

是椇棻棭接种疫苗后棳仍能感染变异的病毒株棳从而与

抗灢斎斅旙并存椈棽棭少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棳由于斢基

因的变异棳其编码的 斎斅旙斄旂改变棳原型抗灢斎斅旙不

能将 斎斅旙斄旂清除棳亦可出现 斎斅旙斄旂和抗灢斎斅旙同

时阳性椲椆椵暎检测中发现单项抗灢斎斅斻模式棳出现单

项抗灢斎斅斻模式有棽种可能棳即真阳性和假阳性结

果暎然而棳临床上却很难解释结果暎人们推测原因

是椇棻棭存在非特异性反应椲棻棸椵椈棽棭基因突变及丙型肝

炎病毒感染的干扰椲棻棻椵椈棾棭急性 斎斅斨 感染的暟窗口

期暠或 斎斅旙斄旂棷斎斅斿斄旂 已 经 消 失 而 抗灢斎斅旙棷抗灢
斎斅斿尚未产生时期等椲棻棽椵暎但确切的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和证实暎
本文结果显示棳总阳性率城市高于农村棳单项

抗灢斎斅旙阳性率城市高于农村棳此现象可能与城市

中小学生大面积接种乙肝疫苗有关棳农村中小学虽

然也在推广接种乙肝疫苗棳但接种面积不大棳接种

率还很低椲棻棾椵暎总阳性率接种组高于未接种组棳单
项抗灢斎斅旙阳性率接种组高于未接种组棳此现象说

明乙肝疫苗的接种是乙肝预防的重要方式暎
大学生乙型肝炎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棳该组人

群的 斎斅旙斄旂阳性率较低棳抗灢斎斅旙阳性率较高棳所
以棳当前对易感学生采用乙肝疫苗注射是预防乙肝

的 有效的手段暎因此棳对肝炎的预防棳除了在学

生中加强健康教育棳提高学生的自我保健意识外棳
要大力推广对新生接种乙肝疫苗棳以求在全部学生

体内形成足够的免疫抗体棳减少肝炎的发生和流

行棳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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