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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有关乙型病毒性肝炎预防与控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著。
分为基础篇、临床篇、流行篇、免疫预防篇及控制篇共五章。
全书系统地论述了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原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与治疗，以及
流行病学、预防与控制等相关领域的进展。
本书内容翔实丰富，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凸显其科学性、先进性与实用性，可作为相关专业医务工
作者的工具书，也可供广大群众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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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础篇第一节　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病原学　一、HBV的发现1908—1944年期间，许多学者通
过对“志愿者”的研究，确定肝炎最可能的病原是病毒。
l947年，MacCallom正式称血清性肝炎为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
1963年，美国医生Blumber9首先在澳大利亚土著人血清中发现一种新抗原，称为澳大利亚抗原
（Australia antigen）。
直至1968年才确定这种抗原与血清型肝炎密切相关，称为肝炎相关性抗原（hepatitis associated antigen
，HAA）。
1970年，DS Dane在肝炎患者血清中发现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颗粒，即Dane颗粒（Dane
particle）。
1974年，Summers等利用限制酶切技术，对HBV基因组做了详细的限制酶谱分析。
同时Robinson和Breeman阐明了病毒的分子结构。
l978年以来，利用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技术对HBV的主要亚型克隆成功。
1982年了解了嗜肝DNA病毒复制需要经过其独特的核糖核酸（RNA）中间体。
至此，HBV的基因结构、编码蛋白、合成途径及其装配分泌等问题均已基本阐明。
1983年将HBV以及与其分子结构、生物学特性相似的土拨鼠肝炎病毒（woodchuckhepatitis virus，WHV
）、地松鼠肝炎病毒（ground squirrel hepatitiS virus，GSHV）及鸭肝炎病毒（duck hepatitis virus，DHV
）同归为嗜肝DNA病毒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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