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分为两组#

!

组
"

"

$%

岁#

"

组大于
$%

岁'见表
.

(,

表
"

!

血清胱抑素
O

浓度与年龄的关系

组别
( 4$̀

区间'

,

+

"

-

(

"

"

"%

岁组
&% %#.<

"

%#44

%

"%

"

$%

岁组
&% %#9&

"

!#!$

%

$%

岁组
!"% %#$<

"

!#"4

表
.

!

血清胱抑素
O

浓度参考值范围

组别
( 4$̀

区间'

,

+

"

-

(

"

"

$%

岁组
!"% %#9"

"

!#%7

%

$%

组岁
!"% %#$<

"

!#"4

>

!

讨
!!

论

O

B

6O

是近年来逐步被临床用于评价肾小球滤过率的一项

敏感指标#受到临床重视,研究结果显示#血清胱抑素
O

浓度

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与有关文献报

道一致*

"

+

,随着年龄增长#健康成人
O

B

6O

水平呈上升趋势#

血清胱抑素
O

浓度在
"

"

"%

岁组和
"!

"

$%

岁组间无明显差

别#而
$%

岁以上组血清胱抑素
O

的浓度值明显升高*

.

+

#有统计

学意义'

K

"

%#%$

(#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肾小球数量减少

导致了肾脏滤过面积减少和肾小球滤过功能逐渐衰退#这是机

体正常生理过程的反映*

9

+

,本调查结果表明#按年龄分成两组

后估计的参考范围分别是!

"

"

$%

岁健康人群的参考范围为

%#9"

"

!#%7,

+

"

-

'

4$̀

可信区间(#

$%

岁以上健康人群的参考

范围是
%#$<

"

!#"4,

+

"

-

'

4$̀

可信区间(#实验室有必要建立

自己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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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测定血清梅毒抗体应用评价

陈
!

翔!

!黄学忠"

"

!#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医院!

."$%!!

#

"#

解放军第一一八医院!浙江温州
!

."$%%%

$

!!

!摘要"

!

目的
!

应用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测定梅毒螺旋体抗体并与传统手工方法进行比较评价&方

法
!

!9

例梅毒抗体阳性标本经倍比稀释后!分别用梅毒螺旋体抗体双抗原夹心法"

=U8R-3P;

$%梅毒螺旋体抗体胶

体金试剂"

PaU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WP=

$三种方法进行测定比较!其中
=U8R-3P;

用手工和酶免分析

仪两种方法进行检测&结果
!

!9

例阳性标本在酶免分析仪上用
=U8R-3P;

法检出阳性率为
4"#<&̀

!

=:WP=

法

阳性仅为
7#!9̀

&三种方法中以
=U8R-3P;

敏感度为最高!其稀释度为
!h!&

!而
=:WP=

仅为
!h9

&酶免分析仪

两种不同孵育时间检测吸光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

"

e%#47"<

!

K

"

%#%!

$!其对梅毒定性结果无显著性影响&结论

!

=U8R-3P;

法作为梅毒筛查手段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取代传统血清学实验#结合酶免分析系统优化模

式!适合与其他输血筛查项目同步上机检测!与传统手工法相比更为高效和规范&

!关键词"

!

梅毒#

!

抗体#

!

方法学

2)3

!

!%#.4&4

"

5

#/660#!&7"849$$#"%!%#"9#%"$

中图分类号#

:99&#&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849$$

"

"%!%

$

"98"7.&8%"

!!

传统的梅毒血清学试验主要有特异性密螺旋体抗原试验

和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试验两大类#而作为筛查实验的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WP=

(和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WP:

(

等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试验方法#常以手工操作和肉眼判读结

果为主#其敏感度和特异性较差#且工作效率低,与传统方法

相比#梅毒螺旋体抗体双抗原夹心法'

=U8R-3P;

(具有较好的

特异性和较高的敏感性#且判断结果客观准确,根据
=U8

R-3P;

法适合大批量检测#且操作易自动化*

!

+的特点#应用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对其检测血清梅毒螺旋体抗体

进行了实验优化#并将其组合在输血筛查项目中#缩短了检测

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标本
!

!9

例梅毒抗体阳性血清采自本院门诊及住院

患者,

<#<#=

!

试剂
!

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即
=U8R-3P;

#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试剂由

艾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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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以上
.

种试剂均

在有效期内使用,

<#<#>

!

仪器
!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为
*/>8;6/H

公司

产品#其他器材有加样枪)震荡器)恒温孵育箱等,

<#=

!

方法

<#=#<

!

三种测定方法敏感度实验
!

从
!9

例梅毒阳性标本中

随机抽取
!%

例#用移液器各吸
!%

!

-

血清#混匀后用生理盐水

进行倍比稀释#分别用
=U8R-3P;

)

PaU

)

=:WP=

三种方法进

行检测,另外#将
!9

例梅毒抗体阳性标本各自稀释
!h!&

后#

分别用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和手工方法检测
=U8

R-3P;

#同时用
PaU

)

=:WP=

两种方法进行测定比较,

<#=#=

!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两种孵育时间对测定结

果的影响
!

将
!9

例梅毒抗体阳性标本各自稀释
!h!&

后#用

=U8R-3P;

方法在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上分别采用

&%,/0

'原法(和
.%,/0

'改良(

"

种孵育时间进行实验比对,

=

!

结
!!

果

=U8R-3P;

)

PaU

)

=:WP=

三种方法敏感度实验结果见表

!

和表
"

,

表
!

!

三种测定方法对混合标本检测的敏感度比较

方法 原倍标本
!

"

"

稀释
!

"

9

稀释
!

"

<

稀释
!

"

!&

稀释
!

"

."

稀释

=U8R-3P;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PaU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WP=

阳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表
"

!

三种方法对阳性标本
!

#

!&

稀释后的检测结果比较

结果
=:WP=

胶体金法
=U8R-3P;

阳性
! & !.

阴性
!. < !

检出结果随着标本稀释倍数的增大而降低#但三种方法中

以
=U8R-3P;

敏感度为最高#其稀释度为
!h!&

#而
=:WP=

敏感度最低#其稀释度仅
!h9

,表
"

显示#

!9

例阳性标本
!h

!&

稀释后阳性检出率以
=U8R-3P;

为最高'

!.

"

!9

(#其次为

PaU

法'

&

"

!9

(#而
=:WP=

法仅有
!

例为阳性,

通过稀释标本进行实验比较可以看出!三种方法的阳性检

出率相差较大#尤其在低浓度'

!h!&

(情况下检测#以
=U8

R-3P;

法的灵敏度为最高#其检出率达
4"#<&̀

,

PaU

法虽然

在浓度较低的情况下无法检测#但其灵敏度优于
=:WP=

法,

由于
PaU

法成本较高#不适合批量检测,

=:WP=

法虽操作简

便)快捷#但由于受室温)技术操作)标本保存等因素影响#且为

肉眼观察结果#其漏检率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也较差#只能用

作初筛试验*

"

+

,

>

!

讨
!!

论

=U8R-3P;

法属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是将梅

毒螺旋体基因重组抗原固相化在微孔反应板上#利用辣根过氧

化物酶'

':U

(标记重组抗原#通过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清或

血浆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利用抗原的不同特性#联合使用可

得到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89

+

,有文献报道#

=U8R-3P;

在

临床各期梅毒中的总检出率为
!%%̀

#特别在临床一期梅毒

中#较梅毒确证试验*

=U';

'

4%̀

(和
=UU;

'

4$̀

(+为高

'

!%%̀

(

*

!

+

,

=U8R-3P;

法在
=:3=W:P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上

的检测#通过专用控制分析软件编程#使标本稀释)加样)试剂

分配得到严格的控制#并通过
O@?8>FF

值的自动判读报告结果#

与传统手工法相比#减少了人为误差的影响#其准确度和精密

度明显提高*

$

+

,

由于
!A

工作时间有限#为了提高检测工作效率#使
=U8

R-3P;

法能与乙肝及其他输血筛查*

&

+项目同步检测#作者对

实验方案进行了优化#将酶标记抗原与血清标本在微孔板上的

孵育时间进行了改良调整#将原
&%,/0

的孵育时间缩短为
.%

,/0

#并对梅毒抗体阳性血清标本进行倍比稀释检测#结果可以

看出!在高浓度时两种孵育时间的吸光度相差较大#随着标本

稀释倍数的增加#吸光度随之下降#并在稀释浓度较低时两者

吸光度接近,两种不同孵育时间检测的吸光度具有较好的相

关性'

<

"

e%#47"<

#

K

"

%#%!

(#其对梅毒定性结果无显著性

影响,

综上所述#实验室采用
=U8R-3P;

法作为梅毒的输血筛查

手段#其特异性好)敏感度高#可取代传统的血清学方法,

=U8

R-3P;

法适合批量检测#且操作易自动化#结合
=:3=W:P

全

自动酶免分析系统优化模式#其灵敏度与重复性好#适合与其

它输血筛查项目一起上机检测#缩短了检测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与传统的手工方法相比更为科学)规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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