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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例丙型肝炎五年定群研究
黄慧俐　叶淑荣　赵　莉

　　1992 年 2 月 ,我们对昆明市某戒毒所 167 名静

脉内毒瘾者进行了抗-HCV 检测 , 发现该人群抗-

HCV 阳性率高达92.2%,随后 6 个月和 15 个月进行

了追踪调查 ,发现有较高的转慢率和较轻的临床表

现。现报道如下。

一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及方法:以 1992 年 2 月经抗-HCV

检测确诊的 154 名 HCV 感染的静脉内毒瘾者为研

究对象。每次均由相同的专业人员按统一的方式进

行询问调查 ,内容为:一般人口学特征 、肝炎的主要

症状 、体征 , 并进行血清学检测及 B 超检查。

2.诊断标准:肝炎诊断按 1995 年第五次全国传

染病寄生虫病学会议讨论修订标准。

二 、结果:

1.抗-HCV 检测结果:1992 年 2 月抗-HCV

阳性率为92.2%, 随后 6 、15 和 60 个月的调查 , 阳性

率分别为89.0%、66.7%和97.2%。 60 个月随访调

查时有 32 名抗-HCV 阴转者再次阳转。

2.临床表现:肝炎症状体征及血清 ALT 异常率

在199 2年2月初次检查时最高 , 随后6个月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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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 95%以上无肝炎症状和体征。 5 年来 , 血清总

胆红素 、白蛋白无明显变化 ,血清 ALT 异常率呈波

动下降 , ALT 异常表现为持续异常和波动性异常。

3.临床转归:5 年来 , 除 1 例开始表现为亚型重

型肝炎 , 最终死亡外 ,其余病例均未治疗。 60 个月随

访 108 名结果显示:1 例发展为中度慢性肝炎 , 2 例

发展为轻度慢性肝炎 , 28 例呈亚临床型 , 52 例表现

为“健康”携带 , 22 例呈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转为慢性

携带表现 , 3例痊愈。血清 AFP 检测均在正常水平。

三 、讨论:调查中发现 , 原 32 名抗-HCV 已阴

转的毒瘾者 , 因复吸 , 抗-HCV 再次阳性 , 推测可能

的原因:一是反复多次不洁静脉注射 ,可能造成不同

的 HCV亚型或变异株感染;二是可能系抗-HCV

滴度水平特殊波动形式。

静脉内毒瘾者 HCV 感染 , 约 80%呈隐性型起

病 , 20%有轻微不适感 , 典型的肝炎症状 、体征不明

显。 95%以上 5 年发展缓慢 , 呈亚临床型或“健康”

携带状态 , 仅 3%左右发展为慢性肝炎。 5 年时血清

AFP检测 , 全部阴性 ,说明尚未发生肝细胞癌。 结果

提示 , 静脉内毒瘾者 HCV 感染呈持续缓慢的肝细胞

损伤过程;持续性 HCV 感染也不一定表现肝功能异

常 , 似有“健康”携带者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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