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的实验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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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血清梅毒螺旋体检测方法应用价值的探讨!总结其诊断效率及灵敏度和特异性%

方法
!

应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对
"&"

份标本进行梅毒抗体检测!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快

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灵敏度和特异性均低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7SS:

$!

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7SS:

特异性和灵敏度高!是临床常用的梅毒确诊试验!但操作繁琐!试剂成本高%

结论
!

R3+-:

'梅毒螺旋体血细胞凝集试验特异性和灵敏度均高!且操作简便!试剂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基层医院

对梅毒感染的早期检查%

"关键词#

!

苍白密螺旋体#

!

细菌抗体#

!

梅毒血清诊断#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敏感性和特异性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梅毒是一种经典的性传播疾病#梅毒螺旋体属于密螺旋体

属苍白螺旋体的苍白亚种#是引起人类梅毒的病原体,检测梅

毒的方法很多#根据检测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非

螺旋体的血清学检测!性病研究实验室玻片试验$

UQ83

&)不

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d-8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试验

$

78d-7

&)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等%另一类是检测梅毒

螺旋体的试验!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

,7:/:Y-

&)梅

毒螺旋体血细胞凝集试验$

7S]: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7SS:

&)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7S/R3+-:

&)梅毒螺

旋体快速诊断试验$

7S/87

&等*

!

+

,本文对
"''=

年
!

!

!"

月门

诊和妇产科送检的
"&"

份病例标本采用临床常用的
$

种方法

进行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患者血清标本中#

!"'

份梅毒血

清标本分别取自本院性病门诊及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其中
)

期

#)

份)

%

期
)"

份,

!#"

例非梅毒受试者为对照组#其中系统性

红斑狼疮$

-3R

&

"!

例#妊娠
"(

!

")

周孕妇
!(

例#肝炎
!&

例#

类风湿关节炎
!'

例#冠心病
!'

例#脑血栓
"'

例#肿瘤
!&

例#

健康人
"&

例,

$%/

!

试剂与仪器
!

R3+-:

试剂由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仪器为美国产
-7:7,:b/"!''

酶标仪和
-7:7,:b/

"(''

洗板机%

7SS:

试剂由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

8S8

)

78d-7

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仪器使用江

苏省姜堰市天力医疗器械公司
73/"''':

型梅毒自动旋转仪,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四格表资料的
&

" 检验,

/

!

结
!!

果

/%$

!

$

种方法检测
"&"

份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结果
!

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
"&"

份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结果

组别
,

7S]:

h \

7SS: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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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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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梅毒患者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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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h

表示阳性%

\

表示阴性,

/%/

!

常用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诊断效率比较
!

见表
"

,

/%'

!

7SS:

与其他
#

种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比较
!

见表
#

,

表
"

!

常用梅毒血清学检验方法比较%

X

(

方法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7S]: <(%= <!%= <!%# <(%)

7SS: <<%" <=%' <(%= <<%"

R3+-: <=%& <'%" <'%' <=%&

,7:/:Y- <#%# <(%" <&%= <$%!

表
#

!

7SS:

与其他
#

种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比较

方法
敏感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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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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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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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近年来#我国梅毒的患病率快速上升#因此对梅毒的早期

诊断及正确评价#为临床提供准确)及时的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
$

!

!'

周#血清中可产生抗类脂抗原的非

特异性抗体和抗梅毒螺旋体抗原的特异性抗体,目前用于梅

毒血清学检验的方法较多#不同检测方法都有其特殊的临床诊

断价值#实验室如何更合理地选用检测方法#对避免误诊)漏诊

而产生的医患纠纷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

+

,梅毒临床血清学

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试验#

另一类为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试验*

#

+

,本文通过几组数据

的对比结果表明#检测抗密螺旋体抗体的方法主要有
7S]:

和
7SS:

#目前主要用于筛检阳性标本的确诊,由表
"

可见#

R3+-:

与
7S]:

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而且操作上比
7SS:

简单#试剂价格便宜#所以适合批量

检测,

R3+-:

是随着近年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的研制成功而发

展起来的一种血清学检测方法#是将基因重组表达的梅毒螺旋

体抗原包被在微孔板上#用双抗原夹心法测定梅毒螺旋体特异

性抗体,该试验是使用基因工程方法制备的重组抗原代替以

往使用的野生型梅毒螺旋体抗原#易于纯化#极大地提高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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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
7SS:

非常接近*

$

+

,

7SS:

试验是一

种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特异的)灵敏的被动血凝试

验,试验血细胞为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原包被)经过醛化和

鞣化的鸡红细胞#对照血细胞为未用上述抗原包被的经过醛化

和鞣化的鸡红细胞#如果是阳性标本#当和致敏的鸡红细胞混

合后#抗体和抗原的结合会引起致敏血细胞凝集#在血凝板底

部形成凝集块#如为阴性标本#则血细胞在孔底形成致密的沉

淀,检测抗密螺旋体抗体的方法主要有
7S]:

和
7SS:

#目

前主要用于筛检阳性标本的确诊*

&

+

,经
$

种方法比较#

7S]:

)

R3+-:

操作简便)敏感性较高)成本较低#可用于大样

本的筛查,

因此#梅毒检测要根据检测人群)目的不同而选择合适的

实验方法,各种方法都有独特的优点和缺点#检验人员应从具

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和完善梅毒诊断方法#指导临床及

时治疗梅毒患者#对控制梅毒的蔓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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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

曾美文"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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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早期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方法
!

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检测梅毒患者

血清抗心磷脂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检测梅毒螺旋体"

7S

$抗体!采用
R3+-:

检测梅毒患者血清干

扰素
4

"

+,9/

4

$'白细胞介素
$

"

+3/$

$含量%结果
!%

期梅毒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抗
7S

抗体滴度显著高于
)

期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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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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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显著低于
)

期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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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量高于

)

期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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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
+,9/

4

'

+3/$

含量比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结论
!

在梅毒早期出现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中!细胞免疫在梅毒病程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现象%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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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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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血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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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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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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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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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感染所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梅毒感

染后机体对梅毒的免疫学效应在梅毒的发生)发展及痊愈中起

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
)

期和
%

期梅毒的抗心磷脂抗体)抗

梅毒螺旋体$

7S

&抗体)干扰素
4

$

+,9/

4

&及白细胞介素
$

$

+3/

$

&含量的测定#探讨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就诊的梅

毒患者
(!

例#未经驱梅治疗#其中男
#&

例#女
"(

例,

)

期梅

毒
#)

例#

%

期梅毒
"#

例$依据梅毒临床表现分型&,健康对照

组
"'

例为健康献血人员,

$%/

!

方法与试剂来源

$%/%$

!

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检测抗心磷脂抗体#试剂

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阳性标本作滴度测定,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测定抗
7S

抗体#试剂盒

由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酶标仪于
$&'A0

波长处测定

吸光度$

.Q

&值#以弱阳性对照的
.Q

值为临界$

HIC/1GG

&值#大

于或等于
HIC/1GG

值为阳性,计算各标本
.Q

值与
HIC/1GG

值的

比值#即
-

"

6.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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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测定
+,9/

4

)

+3/$

含量$试剂盒由上海森雄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操作#以
$&'A0

波长处测

出
.Q

值#通过标准曲线计算含量,

$%'

!

统计学方法
!

8S8

检测数据采用两组资料的秩和检验%

抗
7S

抗体)

+,9/

4

和
+3/$

数据以
:>F

表示#用
=

检验确定
"

值#比较各组资料的统计学差异,

/

!

结
!!

果

/%$

!

抗心磷脂抗体检测结果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平均滴度
!%'''g=%&))

,

%

期梅毒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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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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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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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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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7S

抗体检测结果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
-

"

6.

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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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
-

"

6.

平均值为
"%&=(>'%)$$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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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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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9/

4

)

+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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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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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9/

4

+3/$

)

期梅毒
#=

!&"%=!>"'%!(

"

!#"%!!>")%$&

"

%

期梅毒
"#

!#(%<">!)%=#

"#

!$<%#">""%"#

"5

健康对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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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与
)

期梅毒组比较#

#

"

$

'%'!

#

5

"

$

'%'&

,

)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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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含量与健康对照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EL*BN62@A

!

TEAIEJ

K

"'!!

!

U12%)

!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