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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戊肝）在卫生条件和卫生设施差的国家或地

区占散发性病毒性肝炎的 50%以上，其死亡率在 0.5%～

3.0%之间［1］。研究显示戊肝病毒（HEV）除粪-口途径外，血

液传播也是可能的传播途径［2］。由于吸毒人群具有共用注

射器、多性伴等高危行为因素，易发生丙型肝炎和艾滋病等

传染病流行，而吸毒人群是否也存在戊肝的高流行，相关研

究较少，为此2009年本研究在安徽省某地开展了此项调查。

1. 材料与方法：研究对象为登记在册的 776 名吸毒人

群，2009年3－8月在获得研究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后，由调查

员进行面对面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吸毒和性行为特

征，抽取 5 ml 静脉血，离心分离，-20 ℃保存。所有标本经

抗-HEV IgG、HBsAg以及抗-HCV检测。抗-HEV IgG阳性

标本再进行抗-HEV IgM 抗体检测。根据 GenBank 中 HEV

核苷酸序列，利用不同基因型以及亚型的保守区合成一组通

用性引物，位于HEV ORF2区域。抗-HEV IgM阳性标本进

行 RT-PCR 检测病毒 RNA。经内外引物 2 轮 PCR，扩增出

236 bp产物。将 PCR 阳性产物用纯化试剂盒纯化后测序。

采用 DNAStar 和 Mega 3.1 软件进行序列的同源性比较、遗

传距离计算以及基因进化树的绘制。统计学分析采用SAS

8.0软件，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

2. 结果：

（1）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年龄 15～48 岁，平均（33.18±

5.97）岁。男性 584 人，平均年龄（33.94±5.52）岁；女性 192

人，平均年龄（30.86±6.64）岁。静脉注射吸毒者占 76.55%，

口服吸毒占23.45%。

（2）HEV感染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人群抗-HEV IgG阳性

率为 15.57%，男性阳性率为 15.04%，女性为 17.19%，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段、口服吸毒和静脉注射吸毒两种方式 HEV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3）不同吸毒方式对 IgG抗体阳性率的影响：共用注射

器吸毒者阳性率高于非共用注射器人群（χ 2＝46.30，P＜
0.001）。但所有吸毒人群中吸毒年限与HEV IgG抗体阳性

率间未发现有关联。不同临时性伴数量与HEV IgG抗体阳

性率有关联，其中性伴数＞2个人群阳性率高于无临时性伴

人群（表2、3）。

（4）HEV RNA检测及基因分型：本研究 9例标本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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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HEV RNA为阳性，PCR产物经纯化后测序，发现与来自日

本、中国长春（Changchun）、印度、中国北京（China-T1）等地

的 4例基因Ⅳ型毒株形成一个较大分支，提示这 3份标本均

属于HEV Ⅳ型。进一步对毒株序列核苷酸同源性比较，发

现这3例Ⅳ型毒株序列的同源性高达95.8%～97.0%，提示毒

株的变异程度较低（图1）。

3. 讨论：本调查结果显示吸毒人群的戊肝抗体阳性率为

15.57%，高于当地一般人群的 4.76%［3］。调查中发现戊肝抗

体阳性率与是否共用注射器和临时性伴数相关，与性别、年

龄、吸毒方式以及吸毒年限无关。共用注射器和（或）针头者

戊肝抗体阳性率比非共用注射器和或针头者高（OR＝4.94），

显示共用注射器能显著增加戊肝传播的风险。本研究结果

还显示临时性伴数＞2人，其抗体阳性率高于无临时性伴者，

可能与多数临时性伴者共用注射器的比例高有关。多数研

究表明男性戊肝感染率高于女性，然而本次调查显示女性略

高于男性，原因可能为一些女性吸毒者中存在“以娼养吸”现

象而引起戊肝其他途径的感染［4］。

本研究吸毒人群中3例HEV流行株均为基因Ⅳ型，这与我

国散发性戊肝的流行株一致［5］。通过对吸毒人群HEV 流行株

基因序列发现，这3株Ⅳ型毒株与基因4型代表株的基因同源

性均较低，说明此类人群中病毒株存在较大的变异，然而3株序

列内部同源性很高，支持HEV存在地域分布特征的观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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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吸毒人群PCR阳性标本

图1 吸毒人群HEV基因型分析

表2 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共用注射器、吸毒年限
以及临时性伴数和HEV感染的关系

变量

共用注射器
否
是

静脉吸毒年限
＜6

6～
9～
≥12

临时性伴人数
0

1

2

＞2

IgG抗体阳性
例数/率（%）

33(8.62)

67(31.75)

39(19.02)

18(12.86)

21(16.15)

22(18.49)

57(13.94)

14(16.47)

5(14.71)

24(36.36)

OR值(95%CI)

-
4.94(3.12～7.82)

-
1.59(0.87～2.92)

1.22(0.68～2.18)

1.04(0.58～1.85)

-
1.22(0.64～2.30)

1.07(0.40～2.86)

3.53(1.99～6.27)

χ2值

46.30

2.27

0.45

0.01

0.37

0.02

18.52

P 值

＜0.001

0.132

0.505

0.905

0.545

0.901

＜0.001

表1 吸毒人群不同性别、年龄段、吸毒方式间
HEV-IgG抗体阳性率

变量

性别
女
男

年龄(岁)

＜40

40～
50～
≥60

吸毒方式
口吸
静脉注射

IgG抗体阳性
例数/率（%）

33(17.19)

88(15.04)

26(14.36)

41(16.08)

34(14.23)

20(19.80)

21(11.54)

100(16.84)

OR值(95%CI)

-
1.17 (0.76～1.82)

-
1.15(0.68～1.96)

1.00(0.57～1.73)

1.48(0.78～2.82)

-
1.55(0.94～2.57)

χ2值

0.51

0.26

0.01

1.44

2.97

P 值

0.477

0.608

0.986

0.230

0.085

表3 口服吸毒人群吸毒年限和临时性伴数
和HEV感染的关系

变量

吸毒年限
＜6

6～
9～
≥12

临时性伴人数
0

1

2

＞2

IgG抗体阳性
例数/率（%）

10(12.35)

6(13.33)

1(2.94)

4(18.18)

9(7.69)

4(15.38)

3(16.67)

5(23.81)

OR值(95%CI)

-
1.09(0.37～3.23)

0.22(0.03～1.75)

1.58(0.44～5.62)

-
2.18(0.62～7.72)

2.40(0.58～9.87)

3.75(1.12～12.61)

χ2值

0.03

2.06

0.50

1.46

1.47

4.56

P 值

0.873

0.151

0.482

0.226

0.225

0.033

··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