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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430例高校新生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调查

朱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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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新生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ms，HBV)感染情况，为高校HBV防治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择某高校2007—2009级本科新生17 430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

zv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所有新生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血ce antigen，HB—

sAg)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HBsAg阳性者再检测乙肝五项，对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三年中所有新生检出HBsAg阳性819例，感染阳性率为4．70％，2007—2009年

HBsAg阳性率分别为5．42％、5．18％和3．54％，有逐年下降趋势，其中“大三阳”并AU’异常者46例

(0．26％)。819例HBsAg阳性新生中，“大三阳”感染者346例(42．25％)，“小三阳”感染者297例

(36．26％)，急性HBV感染或慢性HBsAg携带者176例(21．49％)。所有HBsAg阳性者中，男生感染阳性

率为5．56％，女生为3．80％，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矿=30．23，P<0．01)。不同生源地以西南地区新生

HBsAg感染阳性率最高(25．03％)，东北地区最低(1．47％)。结论 大学新生中HBV感染率呈现下降趋

势，但仍应重视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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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HBV infective situation in 17 430 c嬲es uIIiversi协freshmen

ZHU Li—xia．Amliated Hospital of Nanv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耵，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patitis B Vims(HBV)infective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fbshmen and to provide a scientmc basis for the HBV prevention and contm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llods 17 430 cases university freshmen of Gmde 2007—2009 were selected．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rr)were detected throug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USA)method．As for positive HBsAg students，further detections on HBV 6ve items were done．Detective

results were analvzed statisticallv．ResIllts There were 8 19 cases universitv f沁shmen with HBsAg positive，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4．70％．The was a downward trend year by year f如m 2007 to 2009，and t}le positive

rates were 5．42％，5．18％and 3．54％，respectively．7111ere were 46 cases fkshmen(0．26％)with HBeAg and

HBcAb positive hepatitis B and AI』abno衄a1．There were 346 cases(42．25％)with HBeAg and HBcAb posi—

tive hepatitis B，297 cases(36．26％)with HBeAb and HBcAb positive hepatitis B，and 176 cases(21．49％)

with acute HBV irlfection or chmnic HBsAg carrier in 8 19 cases HBsAg positive university fbshmen．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6cance in the difbrence of male infection rate(5．56％)and female infection rate(3。80％)．The

southwest area had highest HBsAg positive rate(25．03％)，and the northeast was 10west(1．47％)．Conchlsion

The HBV infection mte show a descend trend，but we should still think highlv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uni—

versitv fkshmen．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ms；HBsAg；Alanine aminotransfemse；university freshmen；Infection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ms，HBV)可以引

起人类感染乙型病毒性肝炎(以下简称为乙肝)。该

病潜伏期4 w至6个月，病情隐匿，感染后极易转为

慢性，并有较高癌变率。世界卫生组织将乙肝流行程

度划分为三类，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

face antigen，HBsAg)携带率在8％以上的地区属于

高流行区，2％～8％是中流行区，2％以下是低流行区。

我国HBs缸携带率从1992年的9．75％降至2006
年的7．18％．已由一个乙肝的“高流行区”降低到了

“中流行区”。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值有望降至

3％[1，引。HBV是易发生变异的DNA病毒，这为治疗

带来一定困难。为了解我国HBV感染现状，为HBV

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某高校2007—2009

级大学新生HBV感染状况进行检测分析，并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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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如下。 最低(1．47％)，见表4。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某高校2007—2009年人校新

生17 430例。其中男性8902例，女性8528例，年龄

17～21岁，生源来自全国各地。

1．2方法 受检新生均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4

IIll，以离心半径15．5 cm，3500 r／min离心10 min分

离血清检测HBsAg及ALT；HBsAg阳性者再检测乙

肝五项，包括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体(HBsAb)、

乙肝病毒E抗原(HBeAg)，乙肝病毒E抗体

(HBeAb)，乙肝病毒核心抗体(HBcAb)；乙肝五项均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vme linked immunosor-

bent assay，ELISA)法检测，试剂由上海实业科华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设立空白和阴阳性对照。半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仪器和试剂均由长春汇力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试剂盒及仪器说明

书操作，试剂在有效期内使用。用朗道水平II做质

控，结果均在质控范围。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阳性率比较采用r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007—2009年入学新生HBsAg及ALl、检测结

果3年受检人数共17 430例，HBsAg阳性者819

例，阳性率为4．70％，2007—2009年HBsAg阳性率分

别为5．42％、5．18％和3．54％。3年间“大三阳”并ALT

异常者46例(0．26％)，见表1。

表1 2007—2009年入学新生HBsAg

及AIJ检测结果[n(％)]

2．2 819例HBsAg阳性新生HBV感染模式结果

819例HBsAg阳性新生中，感染大三阳者346例

(42．25％)，小三阳者297例(36．26％)，急性HBV感

染或慢性HBsAg携带者176例(21．49％)，见表2。

2．3不同性别大学新生HBsAg阳性率结果 男生

HBsAg阳性率为5．56％，女生阳性率为3．80％，二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HBsAg阳性率结果 西

南地区新生HBsAg阳性率最高(25．03％)，东北地区

表2 819例HBsAg阳性新生HBV感染模式[n(％)]

注：模式1：大三阳；模式2：小三阳；模式3：急性HBV感染或慢性

HBsAg携带

表3男女大学新生HBsAg阳性率结果[n(％)]

表4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HBsAg阳性率结果[n(％)]

地区 阳性率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合计

12(I．47)

90(10．99)

128(15．62)

145(17．70)

160(19．54)

205f25。03)

79(9．65)

819(t00．00)

3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某高校大学新生2007—

2009年3年间HBsAg感染阳性率为4．70％，低于全

国一般人群9．09％的水平[2]。3年间HBsAg阳性率

分别为5．42％、5．18％、3．54％，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大三阳”并ALT异常者比例分别为0．34％、0．27％、

0．16％，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这可能与1992年以

后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有关。而这批学生

正好处于实施免疫计划之后的相应年龄段．也间接

证明国家实施该项免疫计划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819例HBsAg阳性新生中，“大三阳”346例

(42．25％)，“小三阳”297例(36．26％)，急性HBV感

染或慢性HBsAg携带者176例(21．49％)。“大三阳”

并ALT超过80 U／L的学生休学一年治疗，保留学

籍。其他ALT异常的HBsAg阳性者在校治疗。HBV

感染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慢性HBV感染

者中，约15％～25％将最终死于与HBV感染相关的

疾病[3]。《中国大学生人群乙型肝炎防治现状调查报

告》中指出，我国高校新生HBsAg携带率为9％。本

文研究结果虽然远低于上述调查结果。但由于大学

生群体的特殊性，仍然应引起校方及社会足够的重

视。HBV感染可通过血液、日常生活接触以及因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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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咬伤等传播，也可通过垂直传播。因此，乙肝患者

常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大学生来自全国各个不同

的地区，生活高度集中，无异于一个大家庭，他们的

衣食住行都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为HBV的水平传播

创造了条件。因此，针对乙肝持续高流行态势，应采

取综合防疫措施．建议学校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宣传

栏、学校网站，开展乙肝知识问答等活动，加强大学

生乙肝防治知识健康教育，倡导学生注意饮食卫生

和环境卫生．阻断HBV的水平传播。对未感染HBV

的学生，注射乙肝疫苗是控制乙肝感染的最有效措

施。可降低大学生乙肝的感染率和发病率。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男生HBsAg阳性率

(5．56％)高于女生(3．8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有关报道[4．5]一致。推测这种差异可能与男性社会

活动范围广，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社会活动等方

面与女性存在差异．导致被感染的机会比女性多有

关。另据相关研究哺1显示，这种性别上的差异还可能

与染色体和性激素有关。主要或因很多与免疫相关

的遗传基因存在于X染色体上，女性多一条X染色

体，使得女性具有更多的免疫力；性激素对于HB—

sAg有调节作用。男性组织中有与HBsAg共同的抗

原成分，感染HBV后，免疫系统把其当成自身组织

抗原，导致HBV不易被清除而成为HBsAg携带者。

女性组织中与HBsAg没有共同的抗原成分，感染后

免疫系统将其视为非己成分，将病毒清除，并以体内

产生表面抗体为结局。总之，对乙肝患者男性高于女

性的现象．将会随着医学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

据报道Ⅲ显示，HBV感染有明显的城乡、地区、

年龄、性别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东北地区

HBsAg感染阳性率最低(1．47％)，西南地区最高

(25．03％)，这可能与南方地区空气湿热，不利于肝

病恢复有关。

通过近几年对高校新生进行乙肝五项和ALT

的检测，以及国家针对乙肝免疫计划的实施，使乙肝

在高校中的传播得到了很大的控制。乙肝感染率得

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与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

视、乙肝疫苗的普及接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

生条件的改善、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有很大关系。同

时也与一次性注射器的使用和母婴阻断技术的开展

有关。自2010年国家为了保护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

者的隐私，教育部和卫生部颁发了《普通高等教育招

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

通知》。这为我们以后防控乙肝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

战。也期待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探讨新形势下乙肝

防控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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