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肝炎日丨一起重新认识乙肝 

2020-07-28原文  

2020年7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十个“世界肝炎日”。为号召

全社会共同关注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确定了

宣传主题：“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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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号召公众积极主动接种肝炎疫苗，主动进行体检了解肝脏健康状

况，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全面遏制病毒性肝

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约20亿人曾感染乙型肝炎（乙肝）病毒

。据估算，2015年全球有2.57亿人为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即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阳性者），约88.7万人死于乙肝病毒感染所致的急性肝

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 在我国乙肝是高发的病毒性肝炎。目前，中国有近一个亿乙肝病毒

感染者，每年约33万人死于乙肝或丙肝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和原发性肝

癌，近80％的肝癌都跟乙肝感染脱不了干系。

虽 然 中 国 在 肝 炎 防 治 方 面 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 但 当 前 肝 炎 流 行

形势依然严峻 ,  中国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人数仍为全球最多。



①

婴幼儿
由 于 婴 幼 儿 自 身 的 免 疫 系 统 还 不 是 很 成 熟 ， 对 入 侵 的 肝 炎 病 毒

不 能 及 时 清 除 ， 且 容 易 产 生 免 疫 耐 受 。 因 此 ， 婴 幼 儿 容 易 感 染

乙 肝 病 毒 ， 并 成 为 乙 肝 病 毒 携 带 者 ， 进 而 诱 发 乙 肝 大 三 阳 ， 对

于有肝炎家族史的小孩尤为如此。

②

孕妇
孕 妇 比 一 般 女 性 更 易 感 染 乙 肝 病 毒 ， 是 易 感 染 乙 肝 的 主 要 人 群

之 一 。 这 是 因 为 孕 妇 的 免 疫 抗 病 毒 能 力 下 降 ， 而 怀 孕 期 间 胎 儿

所 需 的 大 量 营 养 全 靠 母 体 供 应 ， 这 无 疑 会 加 重 孕 妇 的 肝 脏 负 担

，致使其增加感染乙肝病毒的几率。

③

老年人
对 于 老 年 人 而 言 ， 其 肝 脏 的 改 变 比 较 明 显 ， 肝 细 胞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老 化 ， 肝 脏 代 谢 、 解 毒 以 及 吸 收 营 养 等 能 力 都 逐 渐 减 退 ，

同 时 肝 脏 损 伤 后 ， 肝 脏 的 恢 复 能 力 下 降 ， 致 使 老 年 人 成 为 乙 肝

的易感人群。

④

长期嗜酒者
长 期 大 量 饮 酒 会 加 重 肝 脏 的 负 担 ， 导 致 肝 脏 受 损 ， 肝 功 能 异 常

， 极 易 引 起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 酒 精 肝 ， 甚 至 于 酒 精 性 肝 硬 化 ， 同

时也容易感染乙肝病毒。

⑤

不良生活习惯者
对 于 免 疫 能 力 低 下 ， 而 又 不 注 意 饮 食 卫 生 ， 经 常 在 路 边 卫 生 条

件 不 好 的 小 店 就 餐 的 人 而 言 ， 容 易 感 染 乙 肝 病 毒 ， 而 机 体 也 没

有 能 力 有 效 清 除 乙 肝 病 毒 ， 因 此 容 易 造 成 感 染 。 此 外 ， 对 于 性



生 活 不 检 点 、 因 病 需 要 输 血 或 血 制 品 的 人 等 人 群 也 是 乙 肝 的 易

感人群。

我国乙肝病毒感染者多为围生期（一般指自怀孕第28周到出生后一周这段时期

）或婴幼儿时期感染。

乙肝病毒感染时的年龄是影响慢性化的最主要因素。在围生期和婴幼儿时期感

染乙肝病毒者中，分别有90％和25％～30％将发展成慢性感染，而5岁以后感

染者仅有5％～10％发展为慢性感染。

乙肝病毒主要传播途径：血液（如不安全注射等）、母婴及性接触传

播。



●  

由于对献血员实施了严格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和乙肝病毒脱氧核糖

核 酸 （ HBV 

DNA）筛查，经输血或血液制品引起的乙肝病毒感染已较少发生；

●  

经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传播主要是由于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侵入性诊

疗操作、不安全注射特别是注射毒品等；

●  

其他如修足、文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

刷等也可传播。

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围生期，大多是因分娩时接触乙肝病毒阳性母亲

的血液和体液。随着乙型肝炎疫苗联合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

）的应用，母婴传播已明显减少。

与乙肝病毒阳性者发生无防护的性接触，特别是有多个性伴侣者，其感染乙肝

病毒的危险性增高。

乙肝病毒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因此，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

一办公室工作（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拥抱、同住一室、同一

餐厅用餐和共用卫生间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



■ 大部分人在急性感染期没有任何症状。

■ 有些人的症状可持续数周，包括皮肤和眼睛发黄，尿色深，极度疲劳，恶心

，呕吐和腹痛。还有少数患者会出现急性肝功能衰竭并导致死亡。

■ 乙型肝炎病毒可能造成慢性肝脏感染，继而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

        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筛查俗称「两对半」

       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HBsAb：乙肝病毒表面抗体

       HBeAg：乙肝病毒e抗原

       HBeAb：乙肝病毒e抗体

       HBcAb：乙肝病毒核心抗体

常见检测结果和说明的问题如下：



1.未感染乙肝病毒

2.既往感染乙肝病毒或急性感染恢复期

3.既往感染，并产生抗体或急性感染已恢复

4.接种乙肝疫苗后产生抗体

5.「小三阳」，乙肝病毒感染，传染性相对较弱

6.「大三阳」，乙肝病毒感染，传染性强

「两对半」检查结果仅仅代表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状态,疾病状态、病情轻重还

要根据临床体征、肝功能、乙型肝炎病毒载量等一系列检查结果来进行综合判

断。



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的最有效办法。

 如果你没接种过乙肝疫苗，或未全程接种，或接种史不详，就可以去接种。

接种前需要完善血清学指标筛查，同时进行肝功能十一项的检测，在专业医师

的指导下进行安全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婴儿在出生后尽快接种乙肝疫苗（最好是在24

小时内），我国的乙肝疫苗接种程序是在0、1、6月龄各接种一剂。

按时完成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后，95%的婴儿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保

护期持续至少20年。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的程序也是「0、1、6个月」：接种第一剂1个月后接种第

二剂，接种第二剂5个月后接种第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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