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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乙型肝炎病毒 (HBV)血清标志物不同阳性模式

前 S1抗原的感染情况, 笔者收集了我院各科住院患者血清

标本 1 691份, 同时检测乙肝五项 (为表达方便, 以 “ 1”表示

HBSAg;“ 2”表示抗-HBS;“ 3”表示 HBeAg;“ 4”表示抗-HBe;

“ 5”表示抗-HBc)和前 S1抗原,现将结果作一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标本取自我院 2006年 1月 、 3月 、4月各科

住院患者共 1 691份 ( 2月份由于资料不全 ,未予统计 ), 其中

男 1 006例, 女 685例。

1.2　仪器与方法　仪器为丹麦产 WellscanMK-2洗板机酶标

仪。均采用 ELISA法。前 S1抗原检测试剂为上海复星长征

医学科学有限公司生产;乙肝五项检测试剂为北京万泰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均在有效期内, 操作及结果判断严格按

照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2检验。

2　结果

　　1 691份血清标本中, 检测出乙肝五项 1-3-5、 1-4-5、 1-5

三种阳性模式 133例,其中男 92例,女 41例。另有 4-5或 5

阳性模式 31例,前 S1抗原全部阴性。 133例不同阳性模式

前 S1抗原的检测结果及男女前 S1抗原的检测结果分别见

表 1、2。

表 1　HBV血清标志物不同阳性模式前 S1抗原的检测结果

模式 n + - 阳性率 (% ) χ2 P

1-3-5 30 23 7 76.7

1-4-5 76 54 22 71.1

1-5 27 18 9 66.7 53.22 <0.05

4-5或 5 31 0 31 0.0

合计 164 95 69 57.9

　表 2　133例 HBSAg阳性的三种模式男 、女前 S1抗原的检

测结果比较

性别 n + - 阳性率 (% ) χ2 P

男 92 65 27 70.7

女 41 30 11 73.2 0.09 >0.05

合计 133 95 38 71.4

3　讨论

　　HBV含有 4个 ORF(开放读码框架 ) ,是病毒蛋白的编

码区。其中 S区编码合成病毒 HBSAg, 可分为前 S区 、前 S2

区及前 S1区。而前 S区可能是病毒感染宿主的主要吸附蛋

白, 已有许多研究表明, 前 S区可与肝细胞受体直接结合,实

现吸附感染 [ 1] 。乙型肝炎病毒 DNA是了解 HBV复制状态

最直接的指标 ,而前 S1抗原又与 HBVDNA有较高的相关

性, 阳性表示 HBV处于复制状态 [ 2] 。 因此, 前 S1抗原的检

测在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从本次检测

结果看, 133例 HBSAg阳性的三种不同模式, 前 S1抗原的阳

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赵金良等 [ 3]报道不

同。赵金良等 [ 3]报道 1-3-5、1-4-5、1-5阳性模式前 S1抗原的

阳性率分别为 76.0%、21.7%、 10.5%。前 S1抗原的感染是

否存在地区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 窦亚玲等 [ 4]研

究表明,乙肝患者治疗前 HBVDNA阳性情况下, 无论 HBeAg

阳性 、抗 HBe阴性 ,还是抗-HBe阳性 、HBeAg阴性, 前 S1抗

原的检出率相似,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这与我们所做报

道一致。过去人们认为 , HBeAg是 HBV复制的指标, 其阳性

意味着强传染性, 随着 HBeAg转阴, 表明 HBV复制水平降

低, 传染性减弱。 但我们此次检测结果无论 HBeAg阳性还

是阴性, 前 S1抗原的阳性率相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分析其原因, 可能与 ELISA法的后滞效应, e抗原免疫

特异性复合物 (HBeAg/IC)和 HBV前 C区突变造成 ELISA

检测 HBeAg假阴性有关 [ 5] 。另外, 从本次检测结果看, 男女

间前 S1抗原的感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

HBV的感染无性别差异。其次, 通过对 31例 4-5或 5阳性

模式前 S1抗原的检测结果分析, 前 S1抗原的假阳性率为

零。

综上所述 ,前 S1抗原在反映 HBV传染性方面比 HBeAg

更有临床意义 。前 S1抗原的检测在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

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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