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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人群血清中输血传播病毒( TTV)抗体的分布状况。

采用原核表达的 T TV抗原,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 检测 296例血清标本中 TTV 抗体。结果表

明,不同人群 TTV 抗体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正常体检人群 12. 0% ( 6/ 50) ,有偿供血者 25. 3% ( 19/ 75) , 甲型肝

炎患者 16. 7% ( 5/ 30) , 乙型肝炎患者 22. 5% ( 9/ 40) , 丙型肝炎患者 28. 5% ( 10/ 35) ,丁型肝炎患者 13. 3% ( 2/

15) , 戊型肝炎患者 33. 3%( 4/ 12) , 庚型肝炎患者 23. 8% ( 5/ 21) , 非甲~ 庚肝炎患者 44. 4% ( 8/ 18)。男、女阳性

率分别为 19. 5%和 23. 4%。

各类人群中均存在 TTV 抗体,在非甲~ 庚肝炎患者中阳性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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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V 基因组的克隆与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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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CR方法从输血传播病毒( TTV)阳性标本中获得不同长度且重叠覆盖 TTV 基因组的 DNA片段。将

PCR扩增片段克隆到 pT-Adv载体中,筛选获得阳性克隆。DNA 序列测定结果表明所克隆的片段为 TTV 基因

组序列。利用 DNA片段中特有的限制性内切酶位点将 TTV的 DNA片段首尾相连, 得到近全长的基因组克隆,

命名为T TV021。对T TV021的核酸序列进行分析, TTV021长 3472nt ,存在2个阅读框架 ORF1和ORF2, 分别

编码 785和 146个氨基酸。将 T TV021与其它已知的 T TV基因组全序列进行了同源性比较, 并进行进化分析。

结果表明, TTV021序列与 TT V分离株 CHN2、BDH1的遗传距离较近,而与其它分离株相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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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病人和供血员感染 TTV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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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尿毒症血液透析病人和供血员感染 TTV 的研究, 证实血液透析是传播 TT V 的重要途径, 为血液透

析病人做好 TTV感染的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套式 PCR法检测 105例尿毒症血液透析病人和 48 例供血员血清 TTV DNA 感染情况,并对透析频率

与感染 TTV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05例尿毒症血液透析病人血清 TTV DNA 阳性 48例,感染率为 45.

7%, 其中透析 3~ 25次感染率为 16. 0%, 26~ 45次感染率为 44. 2%, 46次以上感染率为 67. 6%。48例供血员

血清 TTV DNA 阳性 7例,感染率为 16. 4%。尿毒症血液透析病人的 TTV 感染率非常显著高于供血员( P< 0.

01)。

血液透析是传播 T TV的重要途径,血透次数越多, TTV 感染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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