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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了解武汉地 区血液病 患者中庚型肝炎病毒 (H G V ) 的感染情况
、

探讨 H G V 的传播途径
口

方法
:

采

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E IJ S八 ) 及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 T
一

PC R ) 方 法 测定 各型血 液 病 色者血 清中的 杭 H G V 和 H G V

R N A
。

结 果
:

5 1 例 血液 病患者中血 清杭 H G V 阳性 6 例
.

占 1 1
.

8 % (5 / 6 1 )
,

H G V R N A 均 阴性
。

6 例 杭 G H V 阳性 患

者中色粒 2 例
,

占 2 5 ;了 (2 / 8 )
.

慢 柱 1 例
.

占 5‘)
。

百 (1 / 2 )
.

再障 2 例
.

占 5 0 叭
百 (2 / 4 )

.

拉 细胞 缺乏症 l 例
,

占 l()()已

(l / 1 )
。

6 例 杭 H G V 阳性患者均有受血史
.

占 1吕
.

六
一

(6 /3 2)
.

显 著 多于 无受血史者
。

6 例 抗 H G V 阳性患者有 l 例 A LT

升 高
,

且发 生在化 疗结束后
,

与抗 H G V 阴性 患者无 显著性 差异
。

结论
:

血液病患者中存在 H G V 感染
,

抢 血是其主要

传播途径
,

且与 受血 次 数呈 正相 关
。

H G V 病毒血症 时 间短
,

为 自限性
.

致 病 力弱
,

不 单独 引起肝损 害
.

也不 加重化疗

所致的肝损害
。

关键词
:

庚型肝炎病毒 血液病 传 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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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庚型肝炎病毒 〔H G V ) 主要

经血和血制品等肠道外途径传播
。

为了解我院血液病

患者中 H G V 感染状况
,

本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 L IS A ) 和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 (R T
一

PC R ) 检测 51

例血液病患者中抗 H G V
、

H G V R N A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1

1
.

1

资料和方法

病例 选择 51 例患者均为我院 1 9 9 7 年 6 月一
口曰,

1 9 97

岁
,

见表

1
.

2

年 11 月 的住院病人

女 2 2 例
,

年龄 1 3 ~

,

其中男 2 9 例
,

年龄 1 7 ~ 7 2

49 岁
。

5 1 例患者的基础疾病

1
。

试 剂与方法 血清抗 H A V lg M
、

H B V M
、

技

本项 口受 863 课题资助 ( 10 2
一

。7
一

。2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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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 1 5 1 例息者的基础疾病情况

诊 断 例 数

急性较细脑白血病 8

怪性较细胞白血病 2

再生障碍性贫血 4

急性淋 巴细胞性白血病 6

琳 巴痛 7

IT P I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1

M D S

溶血 性贫血

红白血病

较细胞 缺乏症

H D

非何杰金淋巴瘤

血友病

MM

贫血待查

血小板减 少性 萦旅

白血病

H C V
、

抗 H E V 均采用 E L IS A 法检测
、

试剂由上海科

华公 司提供
,

血清抗 H G V 采用北京方泰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 E L IS A 试剂盒检测
,

H G V R N A 采用北

京肝炎试剂 中心 提供的试剂检测
,

操作及结果判别均

严格按产品说明进行
。

对检测中抗 H G V 阳性患者检

测其血清 H G V R N A
。

1
.

3 资料收集与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一 的调查表收

集各种人群的一 般资料
、

特殊病史及流行病学资料
。

所

有资料均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
,

统计分析采用 SA S

系统软件进行
。

2 结果

2
.

1 患者 甲
、

乙
、

丙
、

戊
、

庚肝病毒指标检测情况

51 例患者中血 清抗 H G V 阳性 6 例 (1 1
.

8写)
,

H G V

R N A 均阴性
,

H B V M 阳性 1 1 例
,

抗 H C V 阳性 1 例
,

抗 H A V
、

抗 H E v 均阴性
。

2
.

2 血液病患者庚肝感染情况 6 例抗 H G V 阳性患

者中
,

急粒 2 例
,

占 25 % (2 / 8)
,

慢粒 1 例
,

占 5 0 纬

(1/ 2 )
,

再障 2 例
,

占 50 % (2 / 4)
,

粒细胞缺乏 症 1 例
,

占 1 0 0 % (1 / 1 )
。

2
.

3 受血次数与 H G V 感染的关 系 51 例患者中
,

有

受血史者 3 2 例
,

无受血史者 19 例
,

6 例抗 H G V 阳性

患者均有受血史
,

占 18
.

7% (6 / 3 2)
,

显著多于无受血

史者 (尸< 0
.

0 5 )
。

32 例受血者中多次受血 (2 次 以

上 ) 者 2 6 例
,

其中 5 例抗 H G V 阳性
,

占 2 0
.

8 % (5 /

2 4 )
,

8 例受血 l 次者
,

抗 H G V 阳性 1 例
,

占 1 2
.

5 %

(1/ 8 )
。

2
.

4 H G V 感染与肝损害的 关系 51 例患者中
,

2 例

肝功能异常 (A LT 升高
.

血清胆红素正常 )
,

其中 1 例

抗 H G V 阳性
,

2 例患者肝功能异常均出现在化疗结束

后
。

3 讨论

自 1 9 9 5 年美国 K im 等叫首先报道发现庚型肝炎

病毒以来
,

国内外学者对其传播途径及致病性等作了

大量研究
,

表明该病毒主要经 血和血 制品等肠道外途

径传播〔卜们
,

在各型 人群感染广泛
。

静注毒品成瘾者
、

血液透析病人
、

多次受血或使用血制品者
、

各种急
、

慢

性肝炎病人
、

器官移植病人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等

是 H G V 感染的高危人群
。

本文 51 例血液病患者中受

血者 H G V 感染率为 1 8
.

7写 (6/ 3 2 )
,

明显 高于 普通人

群
,

而未受血者无 1 例感染 H G V
。

在 6 例 H G V 感染

者中有 5 例合并有乙 肝病毒的感染
。

且 H G V 感染率

随受血次数增多而增高
。

提示输血是 H G V 的重要传

播途径
。

其感染 H G V 的危险性随受血 次数增多而增

大
。

6 例抗 H G V 阳性患者其 H G V R N 八 均阴性
,

且 只

有 1 例在化疗结束后出现肝功能异常
,

提 示庚 型肝炎

病毒致病力弱或不致病
,

虽感染率较高
,

但病毒血症

持续时间短
,

为 自限性
。

虽 然如此
,

在临床工 作中仍

应对庚型肝炎这种新病毒引起足够的重视
,

做好献血

员的筛选
,

降低 H G V 的感染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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