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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HBsAg定量在乙型肝炎患者

临床治疗中的检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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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361003厦|、J市．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摘要】 目的 分析乙型肝炎患者在临床治疗中血清HBsAg含量的变化情况，探讨血清HBsAg

含量与HBV—DNA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间我院感染科的55例乙型肝炎

患者，检测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第1个月、第3个月、第6个月、第9个月和第12个月血清HBsAg、HBV—

DNA含量，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乙型肝炎患者经治疗后，血清HBsAg含量显著下降，

且在各阶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治疗的前六个月内下降明显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后六个月下降缓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HBsAg含量在HBeAg阳性者与HBeAg

阴性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治疗前后血清HBsAg含量在HBeAg阳性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尸<0．05)，在HBeAg阴性者中虽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HBsAg浓度与HBV—

DNA水平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r=0．425(P<0．05)。结论 乙型肝炎患者经治疗后血清HBsAg含量

整体下降；血清HBsAg浓度与HBV—DNA水平呈正相关。

【关键词】HBsAg；HBsAg定量；乙型肝炎

The significance of serumHBsAg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patitis B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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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sernm HBsAg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nm HBsAg and HBV—DNA．Methods 55 cases of hepatitis B pa．

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0 to July 20l l were collected．HBsAg and HBV—DNA was detected in the

l st，3th，6th，9th and 1 2th month during antiviral therapy period of time．The data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 levels of HBsAg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diⅡjrenees among all stages had statisti—

cal significance(P<0．01)．The first six months during treatment，selRlm HBsAg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P<0．05)．The next six months declined slowly and the differenc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尸>0．05)．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jn the difference of sernm HBsAg between

HBeAg positive patients and HBeAg negative patients(P<0．05 1．The changes of serum HBsAg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HBeAg positive patient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尸<0．05)．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in the HBeAg negative patients fP>0．05)．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BsAg and

HBV—DNA level．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0．425(P<0．05)．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serum HBsAg are

decreased overall after treatment．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BsAg and HBV—DNA．

【Key words】HBsAg；HBsAg quantitative；Hepatitis B

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最理想的目标和治疗终点

是血清HBsAg、HBeAg均转阴。HBV—DNA转阴，肝

功能恢复正常，但这一般是很难达到的111。目前，乙肝

两对半测定多为定性测定，为了解血清HBsAg定量

检测在临床乙型肝炎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及

血清HBsAg与HBV—DNA含量的关系，本文对

2010年6月至201 1年7月我院感染科的55位乙

型肝炎患者临床治疗中血清HBsAg、HBV—DNA含

量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0年6月至201 1年7月

我院感染科的乙型肝炎患者55例，其中男性36例，

女性19例，年龄16—61岁。以我科第1次检查结果

为第1个月，统计抗病毒治疗第1个月、第3个月、

第6个月、第9个月、第12个月所检测的血清HB—

sAg和HBV—DNA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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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表2 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组

1．2．1血清HBsAg定量测定采用美国雅培公司

的Abbott Architecture 12000及其配套试剂检测血清

HBsAg含量，按照试剂盒和仪器操作程序进行。如

HBsAg>250 IU／mL．则用生理盐水进行1：500稀释后

再测定【2】。

1．2．2 HBV—DNA检测 仪器采用罗氏公司Light

Cycler 480型荧光定量PCR仪；试剂采用厦门安普

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HBV PCR荧光检测试

剂盒。严格按照按试剂盒及仪器操作程序进行检测。

1．2．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8．0软件，计量资料

以x+s表示，将统计所得的血清HBsAg、HBV—DNA

含量的数据进行分析，两者经对数转换后均呈正态

分布，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HBsAg与HBV—

DNA的相关性采用直线回归分析，以R 0．05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乙型肝炎患者经治疗后血清HBsAg含量的变

化情况 乙型肝炎患者经过1个月、3个月、6个月、

9个月、12个月治疗后，血清HBsAg含量在各阶段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肚5．983．P<0．01)，除第3至第

6个月HBsAg含量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外，其余相邻阶段HBsAg的含量变化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第l一6个月内HBsAg

的含量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6—12

个月HBsAg的含量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治疗各阶段HBsAg的含量变化情况比较(戈盐，IU／mL)

注：’为第1个月与第3个月比较，第3个月与第6个月比较．第6

个月与第9个月比较，第9个月与第12个月比较；“为第1个月与

第6个月比较。第6个月与第12个月比较

2．2 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组HBsAg含量

的比较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组血清HB—

sAg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卢2．708，P<0．05)。结

果见表2。

2．3 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组经治疗后HB—

sAg含量变化情况分析HBeAg阳性组经治疗后

HBsAg含量的比较(IU／mL．咒蜘)

HBsAg含量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088，P<

0．05)，HBeAg阳性组治疗1—6个月内HBsAg含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6至第12个月

HBsAg含量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HBeAg阴性组经治疗后各阶段HBsAg含量与第1

个月相比有所下降，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肚

0．813．尸>0．05)，结果见表3。

表3 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组治疗后HBsAg含量

变化情况比较(IU／mL，互蜘)

注：+为第1个月与第6个月比较．第6个月与第12个月比较

2．4 HBsAg与HBV—DNA相关性分析 以HBV—

DNA阳性标本(>1000 IU／mL)的血清HBV—DNA测

定值的对数值为横坐标，HBsAg测定值的对数值为

纵坐标，经线性回归分析，二者存在正相关，相关系

数／-=0．425(P<0．05)。见图1。

3．【JlJ 4．UU 5．UU 6．00 ’7．oo 8．00 9．00

HBV—DNA

图1血清HBsAg与HBV—DNA直线相关图

3讨论

乙型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慢

性传染性疾病，我国是乙型肝炎的高发地区。杨晓敏

等131从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等角度对乙型肝炎患者

生存质量进行评估，制定合理、经济的治疗方案对乙

型肝炎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明显改善。抗病毒治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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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案。

HBsAg是乙肝患者体内最先发现的HBV相关

性抗原，是HBV感染的特异性标志。在患者体内检

测到HBsAg通常表明有HBV感染、复制、或是病毒

侵人血液循环。由表1可见：乙型肝炎患者经1个

月、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治疗后体内HB．

sAg含量整体下降，治疗6个月内下降程度显著。治

疗后6个月患者体内HBsAg含量下降缓慢．这与卢

建溪等[41报道基本一致。本文回顾性分析中，转阴病

例有1例(1／55)，对这例转阴病例分析发现，此患者

治疗3个月内HBsAg下降显著(由2045 IU／mL降

至187．74 IU／mL)，此后缓慢下降，检测HBsAg完全

转阴发生在治疗1年后(HBsAg≤0．05 IU／mL)，且

出现HBsAb。

HBeAg阳性表明HBV在体内复制活跃，传染

性强．多存在于HBsAg阳性的患者中。表2所示，

HBsAg同样阳性的患者。HBeAg阳性患者的HBsAg

含量明显高于HBeAg阴性者，这可能与HBV—

DNA、HBV基因型有关。HBeAg阳性的患者多数

HBV—DNA阳性，传染性强；HBV基因型也是影响血

清HBsAg水平的一个病毒学因素，不同基因型HBV

的HBsAg分泌效率存在差异，且HBV基因型对

HBeAg阳性的患者影响较强，因此同样HBsAg阳性

的标本．HBeAg阳性比HBeAg阴性的HBsAg含量

高【5J。进一步分析发现：HBeAg阳性组与HBeAg阴性

组经治疗后体内HBsAg含量均下降，但HBeAg阳

性组的HBsAg含量下降明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陈金军等[61观察拉米夫定短期治疗乙型

肝炎时发现，血清HBsAg下降水平与HBV—DNA下

降程度呈正相关，且HBV基因B型患者血清HB．

sAg在拉米夫定治疗后下降的更多，提示HBV—DNA

及HBV基因型都会影响乙型肝炎患者治疗期间血

清HBsAg含量的变化程度。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乙型肝炎患者血清HBsAg

含量与HBV—DNA存在正相关性(r=0．425，P<

0．05)，与钱瑛等171的报道基本相符，较余华等【8]报道

的相关性(r=0．71)弱。HBV在患者血清中存在三种

形式：球形颗粒、管形颗粒和完整的Dana病毒颗粒。

Dana颗粒中含有HBV—DNA，而球形、管形颗粒不

含DNA。HBsAg作为HBV感染的特异标志，是由S

基因编码的蛋白。在HBV—DNA阴性患者体内，血清

中小球形颗粒的包膜蛋白几乎全是S蛋白，因此患

者表现为HBV—DNA含量少．而血清HBsAg的浓度

却较高。

总之，Asselah等191认为量化的血清HBsAg将是

一个用来预测治疗效果的很好的指标，本文研究结

果也可看到在抗病毒治疗中，患者血清HBsAg含量

整体是下降的，在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患者

中，不仅HBsAg含量存在差异，其治疗过程中下降

程度也存在不同；对治疗后HBV—DNA转阴的患者，

HBsAg定量更具指导意义：而治疗后HBsAg转阴的

患者．HBsAg定量监测可用于随访。血清HBsAg定

量分析作为临床分析和判断乙肝患者病情、疗效及

预后的依据有着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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