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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依赖者 !" 病毒亚临床感染

钟星 梁纲 蒋杰球 李飞 李山

【摘要】 目的 研究海洛因依赖者中 !" 病毒（!"#）亚临床感染情况及 !"# 感染有关的因素。

方法 采用免疫酶法检测 $%& 例海洛因依赖者和 ’&% 例正常体检人群血清中 !"# 病毒壳抗原

（#()）*+) 抗体。结果 海洛因依赖者中 !"# 感染者 ,, 例，!"# 感染率为$% - ./，正常体检人群中

!"# 感染者 $ 例，!"# 感染率为0 - 1/，不同年龄组海洛因依赖者间 !"# 感染率差异有显著性（! 2
0 - 0.），且其吸毒时间与 !"# 感染率呈正相关（! 3 0 - 0.），但吸毒方式、吸毒量及性别与 !"# 感染无

明显相关。结论 海洛因依赖者 !"# 亚临床感染现象值得重视，其中 !"# 的高感染状况可能与多

种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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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J67<@AH"BDD G@D86，!"#）是 %,O’ 年由

!J67<@A 和 "BDD 发现的一种新型人类疱疹样病毒。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海洛因依赖者是各种病毒感染

的高危人群［%H$］。但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的相

关研究尚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免疫酶法检测了

$%& 例 海 洛 因 依 赖 者 血 清 中 !"# 病 毒 壳 抗 原

（#()）*+) 抗体的水平，旨在探讨海洛因依赖者

!"# 亚临床感染情况。

资料与方法

% -临床资料：

（%）海洛因依赖者：%,,, 年 O P %0 月入南宁市

强制戒毒所的吸毒人员 $%& 例，男性 &&. 例，女性

Q1 例，平均年龄（&Q - ., R O - ,’）岁。

作者单位：.$00&% 南宁，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验中心

（钟星、蒋杰球、李山），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梁纲）；南宁市强制戒毒所

（李飞）

（&）正常人：为体检人群共 ’&% 人，其中，男性

&Q, 人，女性 %$& 人，平均年龄（&, - %& R O - ,’）岁。

（$）依赖海洛因的时间与剂量：时间分别为 . P
%&1 个月，平均时间（’% R &, - $,）月，依赖剂量每日

0 - 0$ P % - . +，平均剂量（0 - &1 R 0 - &$1）+。

（’）吸毒方式：烫吸与静脉注射。

（.）诊断标准：按 STUH!阿片类戒断反应的诊

断标准，无器质性疾病，吗啡 V鸦片金标快检实验均

为阳性。

& -检测方法：

（%）!"# 检测采用试剂为 !"#H#()H*+) 免疫

酶 诊 断 试 剂 盒（上 海 捷 门 生 物 技 术 公 司，批 号

,,0Q%&）。严格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检测，每次均作

阴、阳对照，参照本地区人群 *+) V #() 抗体水平，

以抗体水平"% W &0 为阳性标准。阳性者均复查并

稀释重测。

（&）吗啡 V鸦片金标快诊试剂盒（艾康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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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产品）。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结 果

! "海洛因依赖者 #$%&%’(&)*( 抗体的几何平

均滴度为+, " +-.，检测的阳性率为+! " /!0。123
与正常人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4 ! " 5-,，" 6
7 " 77/），其阳性率与正常人比较，差异亦有非常显著

性（!
8 4 !.! " +.5 9，" 6 7 " 77!）（表 !）。

表 ! 海洛因依赖者与正常人血清 #$%&%’(&)*(
抗体检测结果

组 别 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0） 123（! :）
海洛因依赖者 +!8 55 +! " /! +, " +.-
正常人 .8! + 7 " ,7 ! " !,!

8 "海洛因依赖者不同年龄与 #$% 感染的关系

（表 8）。不同年龄组间 #$% 感染差异有非常显著

性（" 6 7 " 77!）。

表 8 不同年龄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率比较

项目
年 龄 组 （岁）

!/ ; 8! ; +! ; .! ; !
8
趋势 " 值

例数 +5 !-/ 5. !. < <
#$% 感染者 5 ./ +5 - < <
感染率（0） 8+ " 79 +, " /7 ,7 " 5! ,/ " 77 - " ,- 6 7 " 77!

+ "不同性别海洛因依赖者与 #$% 感染的关系

（表 +）。结果提示不同性别的 #$% 感染差异无显

著性（" = 7 " 7/）。

表 + 不同性别和吸毒方式的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率比较

项 目 例数 #$%
感染者

#$% 感染
率（0） !

8 " 值

性别

男 88/ -/ 89 " 95 + " 779 7 " 79+
女 9, +. +5 " 79

吸毒方式

烫吸 -. !9 89 " !7 7 " .9+ 7 " .9,
静脉注射 8.9 9! +8 " ,7

. "海洛因依赖者吸毒方式与 #$% 感染的关系

（表 +）。结果提示，不同吸毒方法其 #$% 感染差异

无显著性（" = 7 " 7/）。

/ "按吸毒量的多少将所研究的海洛因依赖者分

成 / 个组，进行 >?@ABCD 相关分析，结果为海洛因依

赖 者 吸 毒 量 与 #$% 感 染 无 显 著 性 相 关

（ # 4 < 7 " !+,，" 4 7 " 88!）。

- "按吸毒时间长短将所研究的海洛因依赖者分

成 - 个组，进行 >?@ABCD 相关分析，结果提示，海洛

因依赖者吸毒时间与 #$% 感染之间呈正相关（ # 4
7 " !,9，" 4 7 " 778）。

讨 论

! "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的特点：+!8 例海洛

因依赖者 #$%&%’(&)*( 抗体水平!! : 87 的人数高

达+! " /0，123 为+, "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且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与否在性别方面差异无

明显性。通过比较不同年龄组 #$% 感染的情况，可

见随着年龄的增长，#$% 的阳性率也在增高。在比

较吸毒时间与 #$% 感染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吸毒时

间的长短与 #$% 感染呈正相关。同时还观察到，海

洛因依赖者 #$% 感染率与吸毒剂量和吸毒方式无

明显相关，这说明感染的危险因素在不同特征的海

洛因依赖者这一特殊人群中的分布是一致的。

8 "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的可能原因：

（!）#$% 可通过性行为传播：EFGH?I 及 J@*?A
等［/，-］研究发现 #$% 除感染口腔粘膜上皮细胞，尚

能感染泌尿生殖道粘膜上皮细胞及 $ 淋巴细胞，且

可能通过性行为传播，国内学者研究亦发现性传播

疾病患者 #$%&KJ( 总阳性率为!5 " 8+0（87 L !7.）。

海洛因依赖者中男性较多有嫖娼史，女性较多以卖

淫养吸。这使得吸毒者中性传播疾病感染的机会大

大增加，这可能是海洛因依赖者 #$% 感染的原因之

一。

（8）免疫功能低下或缺陷时 #$% 易感性增高：

通过对艾滋病相关淋巴癌的观察表明，有 8/0 ;
/70的肿瘤发生与 #$% 感染有关［,］。移植后淋巴

细胞异常增生症（>3MK）是器官移植后为对抗排异

反应而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时发生的一种 $ 细胞异

常增生。几乎所有的 >3MK 都表现出与 #$% 感染

有关［9］。海洛因依赖者的免疫功能明显下降，这也

可能是其 #$% 感染的原因之一。

（+）吸毒方式与 #$% 感染的关系：#$% 多经唾

液传播，少数可经输血途径传播。#$% 通常先感染

口腔粘膜上皮细胞，并在咽部不断复制，持续存在，

尔后经咽淋巴组织进入血循环，感染 $ 淋巴细胞。

本次 检 测 的 +!8 例 海 洛 因 依 赖 者 中，烫 吸 者 占

!80，静脉注射者（静注）占 ,50，但大多数静注者

前期多有烫吸史。尽管本研究发现烫吸或静注这两

种吸毒方式在引起 #$ 病毒感染方面差异无明显

性，且吸毒量与 #$% 感染亦无明显相关。但长期吸

食毒品对鼻粘膜和咽部粘膜有剌激及损害作用，而

且静脉注射吸毒由于经常使用不洁注射器，和交换

使用注射器，大大增加了经血传播的机会，这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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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洛因依赖者 !"# 易感性增高的原因。

$ %临床意义及展望：由于 !"# 可在体外刺激钝

化的 " 细胞成为永生化细胞系，并可在免疫缺陷鼠

体内诱导淋巴细胞肿瘤的发生，其转化能力、致癌性

提示 !"# 具有肿瘤基因特性。海洛因依赖者 !"#
易感性增高的特点及其与鼻咽癌的关系，应引起人

们的重视，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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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 L&F名战士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丙氨酸氨基转换酶检测结果

洪波 王军全 杨荣昌 覃万松

为了严把新兵兵源质量关和确保超期服役士官的战斗

力，不断提高部队群体健康水平，我们对 KLLL 年 &K 月入伍

的新兵 以 及 入 伍 K 年 以 上 战 士 检 测 乙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原

（3"4R>）和丙氨酸氨基转换酶（RP[）。

& %对象和方法：

（&）检测对象：$ L&F 名体检者中，& HIL名新兵来自河

南、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和湖北，年龄均为 &T 岁；UFU
人为服役 K 年的战士，年龄均为 KL 岁；UGG 人为服役 $ 年的

战士，年龄均为 K& 岁；&TT 人为服役 U ^ T 年的战士，年龄在

K$ ^ KG 岁之间。均为男性。

（K）方法：使用 "[KKI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8(.7/-7) 公

司）、IX,K 型洗板机（芬兰雷勃公司）、"-8M\)A 的 UUL 型酶标

仪。试剂由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科技中心和解放军第三

!二医院临床诊断试剂研究中心提供，效期内使用。检测项

目为 RP[ 和 3"4R>。正常参考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医政司的《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即 RP[ 应用速率

法，成人为 U ^ IL 2 V P；3"4R> 的检测应用 !PE’R 法，用酶联

检测仪于 IFK /? 波长测吸光度，以标本吸光度 V阴性对照吸

光度"K % &者判为阳性。

K %结果：

（&）对 & HIL名 新 兵 查 体 发 现，3"4R> 阳 性 者 & 例，复

查乙 肝 五 项 为3"4R> _ ，3"4RC ‘ ，3".R> _ ，3".RC ‘ ，

作者单位：&LLL&H 北京，解放军第三!五医院检验科

3"7RC _ ；但其 RP[ 正常。KH 人 RP[ 测定值 a IL 2 V P，占

新兵体检总数的& % UUb。来自不同地区新兵的 RP[ a IL
2 V P的检出率以湖北（$ % $$b）和江苏（I % LLb）为最高。

（K）& KHF名士官体检，3"4R> 全部阴性。K 年军龄的战

士 UFU 人，K 例 a IL 2 V P（L % $Ib）；$ 年军龄的战士 UGG 人，U
例 a IL 2 V P（L % TTb）；U ^ T 年军龄的战士 &&T 人，$ 例 a IL
2 V P（K % UIb）。不同军龄战士的 RP[ 检测共计$ L&F人，$H
例 a IL 2 V P（& % K$b）。新兵与 K 年以上老兵的 RP[ 测定

值，经统计学处理（卡方检验，! a L % LU），两者差异无显著性。

$ %讨论：兵源身体质量直接关系着部队的战斗力和执勤

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部队集体行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某些

特定传染病更易于流行。本次体检表明，在$ L&F名体检者中，

除 & 名新兵 3"4R> 阳性外，其他新兵和不同军龄的老兵均为

阴性，3"4R> 总 阳 性 率 仅 L%L$$b。这 同 国 内 其 他 人 群 中

3"4R> 阳性率约 &Lb左右相比是很低的。分析原因，显然与

入伍前在地方体检时已将 3"4R> 阳性者淘汰有关。其 3"4R>
阳性者的 3".R> 和 3"7RC 也为阳性，但是 RP[ 正常，可能是

乙肝病毒携带者。本次查体 RP[ 偏高，总检出率为&%K$b，其

中新兵 RP[ 检出率为&%UUb，但是在老兵中 RP[ 偏高的检出

率却有随军龄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其中以 U 年以上军龄的

老兵为最高，达K%UIb。这可能与多年的老兵外出机会和在

外面用餐机会相对较多，因而与感染机会也较多有关。

（收稿日期：KLL&MLKMK&）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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