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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免疫研究室．武慢430~30) R 
提要 采用市售试剂对武汉地区乡村献血员进行血清抗 HEV与抗 HCV检测，两者的阳性率分别 

为 5 74 96及 9 35％。在 288份有 ALT记录的单采 浆献血员 中．有近期 ALT升高史的献 浆者抗 

HEV及抗 HCV检出率分别为 14．04％及 l4．18％．均显著高于无蚯期 ALT升高史的献浆者。对 

上述标本 同时进行多项血清 FIBV标志检测 ，抗 HEV阳性及抗 HCV阳性组献血员多项 FIBV标 志 

检测结果与相应阴性组比较均未见显著的差别。 

关 
，
／ 

戊型肝炎病毒与丙型肝炎病毒(HEV及 HCV)是 非甲非 乙型肝炎的两种重要 的致病 固 

子，它们有着各 自的病毒学与分子生物学特征，由它们引起的肝炎在临床及流行病学上亦存在 

着显著的差别 一41。有关戊肝与丙肝的临床诊断、治疗及其流行病学的调查与研究较多，但 

两者在献血员人群中感染状况与特征的对比研究迄今则尚未见报道。本室采用市售试剂对一 

组武汉地区乡村献血员进行血清抗 HEV与抗 HCV检测 ，并结台其 ALT与多项血清 HBV标 

志检测结果，对这两种病毒感染在献血员中流行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材料及方法 ’ 

1 血 清 

武汉地区乡村献血员血清标本 588份，由本院输血科及广_州军 区后勤部第 161基地医院血浆站提供 

(1992年 6～8月采集)，置 ～20"C冻存至检测。全部献血者均于采样前一周经地方血站作献血体检合格．血 

清 }玎 检测阴性(ELISA)．ALT测值在献血(浆 )员筛选允许范围。 

2 试剂与方法 

血情抗 HEV检测 El ISA试剂盒(新加坡生物诊断试剂公司)，抗 HCV 舱测第二代 ELISA试剂盒(加拿 

大 YES公司)以及多项血清 HBV标击检测 试剂盒(中国上海抖化公司)等均为市售产品 具体实验操作严格 

地按照各试剂说明进行。实验结果判断标准为抗 HEV检测 ：测 定孔 OD>阴性对照孔 OD十0 50为 阳性 ；抗 

HCV与多项血清 HBV标志检测 阳性为测定孔 P／N>2 1，或测定孔 OD<阴性对照孔平均 OD×0 5(抗 HBe 

及抗 HBc检测)。 

血清 AI T检测采用常规酶动力学方法，以测值<35 u为正常，35～60 u为轻度升高(此值在单采浆献血 

允许范围)。 

结 果 

1 采用市售 ELISA试剂对本组献血员进行血清抗 HEV与抗 HCV检测，实验结果见表 1。 

本文于 1994年 5月20臼收到．9月 18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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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抗体均阳性者 3例，均 阴性者 363例 ，抗 HCV阳性献血员抗 HEV检测阳性率为8．82％ 

显著高于抗 HCV阴性组(5 46％，P<0．05)。 

衰 1 献血贵■清抗 HEV殛抗 HCV检测结果 

Table 1 Res b of anti．HEV and ant HCV detection in s啪 of blood dono~ 

2 对本组标本中单采浆者通过咨询及查献血卡作近期(一年内)AL．T检测状况的调查。288 

例供浆者中有 AL．T升高史者 71例。其中ALT升高伴轻度癀疸者 9例 ，采样当天(与献浆同时 

进行)ALT轻度升高(<60 u)者 11倒．对该组献浆者作抗 HEV与 HCV检测，有近期 AL．T升 

高组此两种抗体阳性率为 l4．04％及 14．18％，显著高于无近期 ALT升高的单 采浆供者(4 

12％及 6 45％，P均<0 01)。对两种抗体检测阳性率与 AL．T升高次数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 

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抗 FfE 殛抗 HCV检翻 与ALT检测之间的关系 

Table 2 Rel⋯ hlp betwe鲫p0虬tIve rates。f anti HE、一【Ir anti HCV and ALT levels 

3 本组标本同时进行血清多项 HBV标志检测，并对其与抗 HEV及抗 HCV检测结果问的关 

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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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抗一HEV．抗 HCV格测与血清多项 HBV标毒格捌结果昀关系 

rabk 3 Relationships b毗⋯ antM-fEV 0r anti-I-fCV a力d multiple HBV makers in sera 

讨 论 

70年代后期，不少作者注意到在甲、乙肝病毒感染标 志阴性的肝炎中存在着两种传播方 

式、临床特征及其预后回异的疾病类型，并推测它们是 由两种不同肝炎病毒感染所引起。现有 

资料表明，非甲非乙型肝炎的主要致病因子有 HCV及 HEV两种。前者在血液中的表达量低 

而持久，病毒变异性高，易演变为慢性感染，血液接触是其主要传播途径。后者亦在肝内复制， 

其产物通过胆道及肠道排出体外，病毒血症持续短暂，临床极少呈慢性 经过者”。J。基于上 

述研究，学者们认为 HEV通常不会经血液传播。因此，有关献血员 HEV感染状况及其与输 

血传播关系的研究一直未受到重视。本研究对具有较多医源性感染机会的献血员人群进行血 

清抗 HEV检测，其阳性率较该人群抗 HCV检测结果为低(5 74％与 9 35％，P<0 05)，进一 

步分析发现该人群中单采浆献血者抗 HEV检测率较普通献血者为高，具有近期 ALT升高史 

的单采浆献血者其阳性率显著高于无 ALT升高史的同一人群(P<0．01)。抗 HEV阳性与阴 

性组间多项血清 HBV标志检测结果亦无显著差别。这些特 点与该组标本抗 HCV检测结果 

类似。 

．
献血员人群 HEV感染的原因推测可能有如下几点：(1)HEY感染者早期 自消化道排出病 

毒的同时，血液中亦可有病毒存在(持续时间为 7～21天)，在此期间如果含病毒血液和体液污 

染环境、医用器械与食物，极有可能造成病毒的传播；(2)HEY感染呈亚临床经过者较多 ’ ， 

这些亚临床与隐性感染者能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现行筛选措施通常不能将其筛 

除(尤其是单采浆献血员)；(3)我国戊肝的人群感染率远较甲肝与乙肝为低，因而绝大多数献 

血员均系 HEV易感者，加之 目前献血员多系农民，其文化教育与卫生习惯往往较差，如不引 

起相应注意，将有可能引起 HEV感染在此人群中的流行与爆发流行。 

HEV和 HAV一样均为经消化道传播的肝炎相关病毒，迄今为止的有关文献认为该病毒 

不会经输血传播，作者亦曾赞同这一观点。然而本研究显示 HEV在献血员人群中的流行特 

征与主要经输血传播的 HCV如此相似，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特定的流行病学背景下，HEV亦 

有经血液传播的可能性。近年来报道误输含病毒血液(浆)造成易感者(婴儿)甲肝流行从另一 

角度证实肠道传播的肝 炎病毒亦有经输血传播 的危险性 _1 。由于本 研究未 能采 用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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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现症感染与病毒血症的直接指标，亦未自受血者角度获得 HEV经输血传播的直接证据 

因此对 HEV经输血传播的可能性及临床意义 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致谢 本研究承本院输血科及广州军区后勤部第 161医院血浆站提供献血员血清标本，谨 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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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E Virus and Hepatitis C Viru s 

Infection in Population of Blood Donor 

Li Fanghe Yang Dongliang Zhao Xipin Hao Lianjie 

(Tongji Hospital，Tongji Medical University，Wuhan 430030) 

In this study．we detected anti—HEV and anti—HCV in a group of blood donors in W uhan  area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he anti．HEV and anti．HCV positive rates wete 5
． 74％ 

and 9．35％ ，respectively In plasma donor group．the people who had a elevanted ALT history 

were 14 04％ for anti—HEV and 14．1 8％ for anti．HCV．and all of them were bigher than those 

forthe peoplewho had no A1 elevanted history(4．12％ and 6．45％，all P<0 叭 )．Theposi． 

rive rates of HBV makers between an ti—HEV positive group and anti—HEV negative group had no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 words Tran sfusion，Posttransfusion hepatitis．Hepatitis C virus，Hepatitis E virus．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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