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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静脉药瘾病毒性肝炎患者多重病毒感染率及转归'方法
!

对
)#

例静脉药瘾病毒性肝炎患

者进行乙型肝炎病毒#

8QC

$&丙型肝炎病毒#

8@C

$&人免疫缺陷病毒#

81C

$血清标志物及核酸测定%并进行临床

分析'结果
!

)#

例静脉药瘾病毒性肝炎患者中%

8QC

&

8@C

双重感染率为
&%-!+G

%

8QC

&

81C

双重感染率为

)-%*G

%

8QC

&

8@C

&

81C

三重感染率为
(!-+"G

+重型肝炎者占
*"-#&G

'重型肝炎患者住院时间为#

)#-(*/

%'-!+

$

,

%与同期住院的非药瘾重型肝炎患者住院时间#

(+-&!/&%-)'

$

,

相比%明显缩短#

9,)-!+

%

%

#

"-"%

$'

结论
!

静脉药瘾者病毒重叠感染率高%且重型肝炎患者多%但相对非药瘾重型肝炎患者恢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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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药瘾者中的肝炎患者日趋增多%因而静脉

药瘾者不单是感染人免疫缺陷病毒#

81C

$的高危人

群%同时也是感染病毒性肝炎的高危人群!

%

"

'笔者

回顾性调查了本院
!""%

/

!""!

年所有静脉药瘾肝

炎患者的资料%并对其多重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及

预后进行了初步分析%现报告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

年
%

月/

!""!

年
%!

月本科

室收治的
)#

例静脉药瘾病毒性肝炎患者病历资料'

%-!

!

病原检测方法
!

对
)#

例患者均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01?6

$进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体

#

8Q36

'

&抗
8Q3

$%乙型肝炎
.

抗原&抗体#

8Q.6

'

&

抗
8Q.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
8Q/

$%丙型肝炎抗

体#抗
8@C

$及抗
81C

检测%检测试剂盒购自山东

潍坊市
&C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抗
81C

初筛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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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证实验室确证'采用

聚合酶链反应#

F@A

$方法进行乙型肝炎病毒

#

8QC

$

EJ6

和丙型肝炎病毒#

8@C

$

AJ6

检测%

试剂盒分别由上海宏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美合

资华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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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
!

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

均符合
!"""

年全国传染病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

的标准!

!

"

'

B

!

结果

!-%

!

一般资料
!

)#

例患者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平均#

!)-)%/&-+!

$岁+吸毒时间
%!

#

*(

个

月%平均
!+

个月'

!-!

!

临床分型
!

静脉药瘾者病毒性肝炎临床分型

及其病毒检出情况见表
%

'

表
%

!

静脉药瘾者病毒性肝炎临床分型及其病毒检出情况

4*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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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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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急性肝炎#

,,!

$

8QC8@C81C

慢性肝炎#

,,%!

$

8QC8@C81C

重型肝炎#

,,&)

$

8QC 8@C81C

病例数
! % % %! %! ' &) &! !!

构成比#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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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检测
!

静脉药瘾者
8QC

&

8@C

&

81C

病

原检出情况见表
!

'

表
!

!

静脉药瘾者
8QC

&

8@C

&

81C

病原检出情况

4*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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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4%5)5+8QC

%

8@C$),81C%)%)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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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8QC

8Q36

'

8QCEJ6

8@C

抗
8@C 8@CAJ6

抗
81C

重叠感染

8QC-8@C 8QC-81C 8QC-8@C-81C

病例数
)# &! )+ &' &! %+ ! &"

构成比#

G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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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转归
!

)#

例患者经治疗后症状改善%肝

功能正常者
!#

例+明显好转
%(

例+无变化
)

例'住

院期间无一例病死'

&)

例静脉药瘾者重型肝炎恢复较快%住院时间

为#

)#-(*/%'-!+

$

,

%与同期住院的
!!&

例非药瘾重

型肝炎患者住院时间#

(+-&!/&%-)'

$

,

相比%明显

缩短#

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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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随着毒品成瘾者越来越多%静脉药瘾病

毒性肝炎病例亦不断增多'本科
!""%

年
%

月/

!""!

年
%!

月共收治病毒性肝炎患者
#%!

例%其中

静脉药瘾者
)#

例%占
+-'%G

#

)#

-

#%!

$'

吴南屏!

&

"等认为静脉药瘾可引起多种病毒重叠

感染%其调查
+"

例静脉药瘾者%发现
81C

&

8@C

&

8QC

感染率分别为
%""-"G

&

'!-"G

&

)#-"G

+我们

检测
)#

例静脉药瘾者%上述三项指标感染率分别为

((-(*G

&

'&-*+G

&

%""-""G

%其中
8QC

重叠
8@C

感染率为
&%-!+G

%

8QC

重叠
81C

感染率为

)-%*G

%

8QC

&

8@C

&

81C

三重感染率为
(!-+"G

'

静脉药瘾者病毒重叠感染率高%可能是一方面毒品

作用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使机体易于感

染血源病毒+另一方面%静脉药瘾不安全注射#共用

注射器$及吸毒特殊群体之间密切接触%均可能为病

毒重叠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

"

'本组病例中%重型

肝炎患者较多#

*"-#&G

$'

2%&35)

等!

+

"认为
81C

&

8QC

重叠感染与单一
8QC

感染不同%前者可使肝

细胞表达
8Q36

'

和
EJ6

聚合酶活性增加%病毒复

制增加%血清丙氨酸转氨酶#

60D

$和碱性磷酸酶

#

6LF

$升高%因此静脉药瘾
81C

&

8QC

双阳性者可

加重
8QC

复制水平及肝损害'

本组静脉药瘾重型肝炎者恢复较快%住院时间

较非药瘾重型肝炎者短%其原因尚不清楚'

%''(

年%

6/*$=

>

$

!

(

"等报道年龄
"

)"

岁为肝衰竭的独立

危险因素%年龄越大的患者预后越差%且随着年龄的

增大%病死率升高'本组病例平均年龄
&"-&

岁%年

龄相对偏小%故预后较好'此外%

&)

例重型肝炎者

中%有
!!

例合并
81C

感染%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受

损'有研究表明!

*

"

%

8QC

并不直接导致肝细胞病

变%肝细胞病变主要由细胞免疫反应所致+

8@C

对

肝细胞虽有直接杀伤作用%但免疫应答起更重要作

用'本组病例大多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是否由此引

发的免疫损伤相对较轻%肝损害程度弱%故病情恢复

快%病程缩短%有待进一步研究+亦可能与静脉药瘾

者重叠感染多种病毒%病毒之间的干扰因素及其对

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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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争分夺秒地抢救患者%却忘记了保护自己%未遵守

普遍性防护原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相当一部分医

务人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贫乏%对职业暴露危险性

认识不足!

&

"

%以致其在医疗工作中警惕性不高%自我

防护意识淡薄%

81C

职业暴露的危险性增高'

&-!-!

!

81C

职业防护知识水平低
!

本院从
!""+

年下半年起陆续出现因其他疾病就诊时
81C

确证

阳性病例'尽管医院感染管理科针对性地通过讲

座&网络培训等形式进行艾滋病知识的相关培训%但

因为没有亲自接触%其心理上认识不充分%对职业防

护知识和方法不熟悉'本调查数据显示%暴露的
&(

名医务人员中%接受过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者
&&

人+但从该起
81C

职业暴露后的紧急处理来分析%

能严格按规范要求实施急救处理者仅占
!-*#G

#

%

人$%真正在发生职业暴露后
%"#%)

之内立即处理

者仅占
&(-%%G

#

%&

人$%而其余
(&-#'G

的医务人

员因处理方式不正确而导致暴露时间长%或者不知

道如何应急处理'

&-!-&

!

职业暴露后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恐惧
!

许多

医务人员潜意识里认为艾滋病的威胁离自己很遥

远%而当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往往感到措手

不及%不知道如何应对'表现为坐立不安&失眠&头

痛&恶心&烦躁&焦虑&孤独感&与家人出现接触障碍%

叙述的过程中出现哭泣&无助感&无知行为&无法正

常工作&反复咨询&寻求保证和心理支持'

&-&

!

今后的职业防护策略
!

充分利用医院感染管

理科提供的培训资源%各科室抓住职业暴露事件发

生后产生的轰动效应%利用晨会交班等形式进行有

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从思想上提高各科医务人员

的职业防护意识%加强标准防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另外%利用医院培训体系%及时听取感染科专家关于

艾滋病的诊治&职业暴露防护及发生后处理具体环

节的专题讲座+各科室也可以针对性地为暴露机会

多的医务人员准备防护用具%如护目镜&防护衣裤及

靴等'这样就可以做到再出现
81C

阳性患者时%沉

着应对%及时诊断%杜绝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发生后出

现的恐慌现象'医院管理系统将过程控制理念应用

于艾滋病职业防护中%建立规章制度%制定标准的职

业暴露防护程序并加强过程控制中相关细节的管

理!

)

"

'一旦发生职业暴露%予以及时处理%并汇报上

级单位%进行充分评估和认证%从治疗&监测&心理上

进行及时的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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