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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对预防和控制乙肝感染

的流行病学意义
乔丽丽 袁朋朋

河北省正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石家庄，050800；

摘要：目的：探讨乙肝疫苗接种在预防和控制乙肝感染流行病学中的重要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期间在我中心接受乙肝疫苗接种的婴幼儿 90 例，进行分组研究。旨在评估疫苗接种

后不同时间点的 HBsAb 阳转率、免疫应答水平、乙肝抗体滴度以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结果：接种 6 个月后，90

例婴幼儿的 HBsAb 抗体阳转率显著高于接种 1 个月和 3 个月后的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

1年后的 HBsAb 免疫应答率和乙肝抗体滴度均显著高于 2年和 3年后，差异亦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05）。同

时，接种一年后婴幼儿体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显著高于接种前，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婴幼儿出生后及时进行乙肝疫苗接种，可以有效提升婴幼儿体内乙肝病毒抗体滴度和对病毒的抵抗力，进而降

低乙肝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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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感染，是一种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

起的传染性疾病。它主要通过血液、体液以及母婴垂直

传播途径传播。感染 HBV 后，人体免疫系统与病毒进行

斗争，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乙肝。急性乙肝多数可自愈，

但慢性乙肝则可能引发肝硬化甚至肝癌。了解乙肝病毒

感染的传播途径和危害，对预防和控制乙肝流行至关重

要。乙肝疫苗接种在防控乙肝感染中扮演关键角色。它

不仅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还能显著减少慢性乙肝病

例，减轻医疗负担。此外，接种乙肝疫苗有助于形成群

体免疫，保护易感人群，从源头上遏制乙肝的流行。因

此，推广乙肝疫苗接种对于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
[1-2]

。

为进一步探寻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在预防控制乙肝感染

中的应用价值，我中心将其做了进一步总结分析，详情

见下文的叙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4 年 3月至 2025 年 3月期间，我中心对一组

共计 90 名婴幼儿进行了乙肝疫苗接种效果的回顾性研

究。该研究样本中，男性婴幼儿占 48 例，女性婴幼儿

占 42例，年龄分布范围为 1至 15个月，平均年龄计算

结果为 8.0 个月。

1.2 方法

在本研究中，对 90 名新生儿在出生之际实施了乙

肝疫苗接种。疫苗接种采用肌肉注射法，具体部位为上

臂三角肌。所使用的疫苗为重组乙型肝炎疫苗，单次接

种剂量设定为 10 微克。完成首剂疫苗接种后，研究对

象需经过 30 天的等待期，方可进行第二剂的接种，且

第二剂疫苗的剂量维持不变。在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后，

研究对象将进入一个为期6个月的间隔期，随后进行第

三剂的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剂量与前两次相同，亦为 1

0微克。接种完整的三剂疫苗后，对婴儿进行了抗体水

平的检测。若检测结果显示婴儿未产生足够的抗体，则

将在原疫苗接种方案的基础上，额外进行三次疫苗的接

种。在这三次额外接种之间，还将进行抗体水平的检测。

在婴儿未能在第二次与第三次额外接种后产生抗体的

情况下，疫苗接种方案将进行调整，增加使用剂量为 6

0微克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接种程序完成后，于婴儿

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液样本。血液样本随后用于检测

表面抗原和抗体水平，检测方法采用固相放射免疫分析

法。通过对乙肝抗体滴度的分析，本研究旨在评估疫苗

接种的效果和免疫应答的充分性。

1.3 研究评价指标

1）本研究将详尽记录并对比分析婴幼儿接种乙肝

疫苗后不同时间点（1个月、3个月、6个月）的 HB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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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表面抗体）阳性转换率。2）将记录婴幼儿

在疫苗接种前后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变化，包括 IgG、Ig

A、IgM 三种免疫球蛋白在接种后 1年内的浓度。3）将

1年、2年、3年时的 HBsAb 免疫反应率和乙肝抗体滴度

（包括高滴度和低滴度例数之和，以计算总免疫反应率）

1.4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将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

对于计量数据，将采用均值±标准差的形式进行描述，

并使用 t检验方法来评估组间差异的显著性。计数数据

将以频数（n）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并通过χ²

检验来分析其统计显著性。所有统计检验中，P值小于

0.05 将被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BsAb 阳性转换率比较分析

根据检测结果分析，90名婴幼儿在接种乙肝疫苗 6

个月后的 HBsAb（乙型肝炎表面抗体）阳性转换率显著

高于接种 1个月和 2个月时的数据，此差异在统计学上

具有显著性（P值小于 0.05）。具体的数据对比情况详

见表 1。

表 1HBsAb 抗体阳转率情况（n、%）

组别 总例数 转阴例数 BsAb 抗体阳转率/%
1 个月 90 31 34.44
2 个月 90 50 55.56
6 个月 90 80 88.89
x²值 56.3417
P值 0.0001

2.2 免疫球蛋白水平变化分析

在疫苗接种一年后，对 90 例婴幼儿体内免疫球蛋

白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与疫苗接种前的基线水

平相比，婴幼儿体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显著上升，这一

变化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值小于 0.05）。具

体的数据对比结果详见表 2。

表 2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x ±s)

分组 n IgG（g/L） IgA（g/L） IgM（g/L）

接种前 90 11.98±
2.28 0.33±0.05 0.32±0.02

接种后
一年

90 13.85±
3.35 3.17±0.08 0.78±0.06

t 值 4.3778 285.5910 69.0000

P值 0.0001 0.0001 0.0001

2.3 HBsAb 免疫反应性比较分析

经过综合检测评估，90名婴幼儿在接种乙肝疫苗一

年后的 HBsAb（乙型肝炎表面抗体）免疫反应率显著高

于接种后 2年和 3年的相应指标，各项数据间的比较结

果显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值小于 0.05）。详细的

数据比较结果呈现于下表3。

表 3HBsAb 免疫应答情况（n、%）

组别 例数 高 低 无 HBsAb免疫应答率/%

1 年 90 80 6 4 86（95.56）

2 年 90 71 9 10 80（88.89）

3 年 90 49 4 37 53（58.89）

x²值 44.8187

P值 0.0001

2.4 乙型肝炎抗体滴度变化分析

在完成最终检测后，对 90 例婴幼儿的乙型肝炎抗

体滴度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显示，婴幼儿在接种乙肝

疫苗1年后的抗体滴度普遍高于其在接种后2年和3年

时的水平，且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达到了显著性标准（P

值小于 0.05）。详细的数据变化情况详见表 4。

表 4组间乙肝抗体滴度对比情况（n、 x ±s）

组别 例数 乙肝抗体滴度

1年 90 128.26±6.96
2年 90 96.86±4.23
3年 90 55.89±2.98
t 值 35.4672
P值 0.0001

3 讨论

乙型病毒性肝炎，通常缩写为乙肝，是一种由乙型

肝炎病毒（HBV）引起的传染性肝病。HBV 感染对肝脏健

康构成严重威胁，其病理变化可能导致慢性肝炎、肝硬

化甚至肝癌等严重疾病，这些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理功能和生活质量，而且显著缩短患者的预期寿命。

HBV 的传播途径复杂多样，包括母婴垂直传播、血液传

播、性传播，以及通过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含有病毒的

血液或体液等途径，这些传播途径的广泛性使得乙肝成

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3-4]

。

乙肝疫苗接种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免疫原性的激活

来预防 HBV 感染。该疫苗包含乙型肝炎病毒的部分抗原

成分，这些成分能够激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针对 HBV 的

特异性抗体。这种免疫应答在人体内形成一道防御机制，

有效防止病毒入侵和感染。更重要的是，疫苗接种后形

成的免疫记忆能够使人体在遭遇HBV时迅速识别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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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反应，从而有效抵御病毒，显著降低感染和发病的

风险，对于个体和公共卫生均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接

种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 HBV的传播，减少慢性肝病的

发生，并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5]
。

临床研究证实，新生儿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接种乙

肝疫苗第一剂，其效果尤为显著。新生儿由于免疫系统

尚未完全成熟，对 HBV的免疫能力较低，且易成为病毒

的携带者。在新生儿期感染 HBV，发展成慢性携带者的

可能性超过 90%。因此，出生后即刻接种乙肝疫苗不仅

能够显著降低新生儿感染的风险，而且能够迅速诱导抗

体产生，从而有效防止因接种延迟导致的抗体水平不足
[6]
。

多项临床数据表明，早期接种乙肝疫苗对于预防 H

BV 感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少新生儿和

婴幼儿感染 HBV 的风险，还能够降低慢性肝炎和肝癌的

发生率，对于保障人群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具有深远影

响。疫苗接种策略的优化和接种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防

控乙肝传播、降低疾病负担的关键措施
[7]
。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对乙型肝炎疫苗在临床应用

中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完成乙

肝疫苗接种后，婴幼儿在 6个月大时检测到的乙型肝炎

表面抗体（HBsAb）阳转率显著上升，这一指标在接种

后 1个月和 3个月时并未观察到同样的显著提升。进一

步分析表明，一年后婴幼儿的 HBsAb免疫应答率和抗体

滴度均显著高于两年和三年后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

接种一年后，婴幼儿体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也显著增加，

与接种前相比，这一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进一步揭示，新生儿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接种

乙肝疫苗能够促进早期抗体的产生，从而增强对乙型肝

炎病毒的免疫力。基于这一发现，有必要加强乙肝疫苗

接种的公众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疫苗接种重要性

的认知，并提升妇产科医护人员的疫苗接种知识和推广

技能，以确保新生儿能够在出生后 24小时内完成接种，

最大限度地减少乙型肝炎病毒的传播风险。

接种时间越早，预防效果越显著。因此，应全面推

广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以增强预防控制的总体效果。

目前，已有文献支持新生儿早期接种乙肝疫苗的有效性
[8-9]

。

综合而言，婴幼儿早期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

炎传播的关键策略，且早期接种带来的益处更为显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全面推广疫苗接种，确保新生

儿得到及时接种，从而加强乙型肝炎的防控。鉴于当前

研究数据的局限性，我们呼吁专家群体进行更深入的分

析，提供更多临床数据，以促进疫苗接种的普及，提升

乙型肝炎的预防效果，并降低疾病的整体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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