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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人巨细胞病毒!>1bj$低基质磷酸化蛋白!DDU!$在婴儿肝炎综合征肝脏组织中的表达"

为诊断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炎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 $'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在 ]超介导下进行肝组

织活检"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织中 >1bjDDU! 抗原"观察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炎特异性病理改变"同时用

?CYB+方法检测血清>1bjYEb水平"计算并比较两指标的阳性率% 结果$ $'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肝组织

>1bjDDU! 抗原阳性 "5 例"血清YEb阳性 U 例"阳性率分别为 U'd)#'d% 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Dp

'%'"$% 结论$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婴儿肝组织中 >1bjDDU! 抗原表达"可用于诊断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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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细胞病毒 ! 3<OI= ,LJFOHEIGFP:M<N">1/

bj$感染在我国广泛流行"是疱疹病毒科 ]属的

一种-*+病毒"易引起胎儿)新生儿和婴幼儿急慢

性感染"具有潜伏 活̀化的生物学特征"绝大多数

免疫正常人群为病毒携带者"但无相应的临床表

现% 由于婴儿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1bj易活

化"而引起巨细胞病毒性肝炎% 因此"对 >1bj感

染进行早期确诊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婴儿肝炎

综合征是婴儿期最常见肝脏疾病"其中 >1bj感

染是婴儿肝炎综合征最主要病因"婴儿出现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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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黄疸)肝脏肿大)质地异常和肝功能异常为主要

特征的临床综合症候群% 低基质磷酸化蛋白

!DDU!$是>1bj的特异性抗原"肝组织上检测到

该抗原可作为临床诊断巨细胞病毒性肝炎实验室

检查依据&"'

% 本研究对 $' 例肝炎综合征患儿肝组

织进行活检"检测 >1bjDDU! 的表达"同时检测血

清>1bj/YEb的表达%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 例肝炎综合征患儿!男 "4 例"女 "" 例$"月

龄 " c# 月"表现为肝细胞性黄疸)肝功能损害)肝

脏肿大)脾脏肿大% 血培养阴性"血气分析)血液筛

查及尿液筛查初步除外代谢性疾病"病毒性肝炎血

清标志物阴性"腹部 ]超及肝胆 b)Y未见胆道闭

锁"按照婴儿肝炎综合征诊治修订方案诊断为婴儿

肝炎综合征&#'

%

>%@?肝细胞>1bjDDU! 检测

]超介导下进行肝组织活检"甲醛固定肝组

织"制备石蜡切片"采用鼠抗>1bjDDU! 单克隆抗

体作为 Y抗 !1B+试剂盒由丹麦 -+Z[公司提

供$"检测肝组织中的 DDU! 抗原"采用 B0法染色"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组织中 >1bjDDU! 抗原表

达"以>1bjDDU! 抗原阳性细胞
'

$ 个判为阳性%

>%K?血清>1bjYEb?CYB+检测

用?CYB+方法进行检测"试剂为意大利 -:I/

BFM:=公司生产% 定量检测>1bjYEb数量%

>%L?统计学方法

采用 B0BB软件进行
!

# 检验"Dp'%'!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肝组织>1bjDDU! 检测结果

$' 例肝炎综合征患儿的肝脏活检标本中">1/

bjDDU! 阳性表达 "5 例">1bjDDU! 阳性表达主

要位于汇管区的胆管和毛细胆管上皮细胞"肝细胞

中表达相对较少"经 B0染色显示棕褐色"见图 "#

另外通过 >?染色肝细胞"出现空泡样)气球样及

巨肝细胞样变"胆管及毛细胆管内有不同程度淤

胆"出现淤胆性肝炎"见图 #%

@%@?血清>1bjYEb检测结果

$' 例肝炎综合征患儿中"U 例患儿血清>1bj

YEb阳性"其中 >1bjDDU! 为阳性的 ! 例">1bj

DDU! 为阴性的 " 例%

图 "&患儿肝组织中>1bjDDU! 的

表达$B0! k#'%

X:E%"&.3HHADMHNN:F= FK>1bjD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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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患儿肝组织>?染色$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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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肝组织中 >1bjDDU! 血清 >1bjYEb阳性

率比较

肝组织中>1bjDDU! 的阳性率为 U'd"血清

>1bjYEb阳性率为 #'d"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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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r'%''"U$%

K?讨论

通过极早期)早期和晚期基因的连锁表达"

>1bj获得临床感染能力% >1bjDDU! 属于晚期

表达的抗原之一"是病毒在宿主细胞内活动复制的

有力证据"因而成为临床病毒感染活动性的指

标&#'

% >1bj嗜细胞性较广"对人体的上皮细胞)

内皮细胞)白细胞普遍易感&$'

#其对特殊的实质细

胞如脑和视网膜的神经细胞)胃肠道细胞和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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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感染% 而婴儿期感染巨细胞病毒"常导致巨细

胞病毒性肝炎的发生"从而使肝细胞坏死"胆管及

毛细胆管胆汁淤积"出现淤胆型肝炎&('

%

检测肝炎综合征患儿肝组织 >1bj特异性抗

原 DDU! 蛋白"$' 例肝炎综合征患儿"其中 "5 例

>1bjDDU! 抗原表达阳性"灵敏度及特异性均高"

阳性率为 U'd"提示巨细胞病毒感染是婴儿肝炎

综合征最主要病因&!'

% 婴儿肝炎综合征的肝脏病

理主要表现肝细胞空泡及气球样变性"凋亡小体出

现"不同程度的肝细胞及毛细胆管胆汁淤积"符合

淤胆性肝炎肝脏病理改变&U'

% 另外"$' 例婴儿肝

炎综合征患儿中血清>1bjYEb阳性为 U 例"阳性

率为 #'d"表明 >1bj血清免疫学检查阳性率并

不高% 进一步研究 "5 例 >1bjDDU! 抗原阳性的

患儿血清学>1bjYEb阳性 U 例"阳性率较低"这

可能与婴儿期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导致产生 YEb

能力低下"出现假阴性可能"综上所述">1bj

DDU! 诊断巨细胞病毒性肝炎具有较好特异性)敏

感性"可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而实验室依据"有较

好临床应用价值"但患儿年龄小"获取肝组织风险

较成人较高"需积极术前准备及术后观察"将风险

降到最低"为婴儿肝炎综合征病因诊断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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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收率及争取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目标化合物的

目的#虽然本实验目标化合物收率不低"但由于前

期原料累积过程繁琐)费时费力"应努力寻找新方

法或者优化实验工艺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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