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及多克隆抗体#另一类是抗人红细胞基质

抗体#特异性针对粪便中的人血红蛋白+

(

,

)各种动物血血红蛋

白在
%""C

D

"

G

*辣根过氧化物酶在
!"""C

D

"

G

时不会出现干

扰#因此免疫金标法不受动物血血红蛋白的干扰#试验前不需

禁食肉类#具有良好的灵敏度#一般血红蛋白为每克粪便
".!

C

D

或
"."(C

D

就可得到阳性结果)

从本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表
#

%#用金标法检测肠癌组阳

性率达到
0"."/

#另外
(

例患者可能不出血#或者是间断性出

血#所以为阴性结果)金标法测定的
0

例柏油便#其开始测得

的结果全为阴性#标本稀释
%"

倍后再做#有
%

例出现阳性反

应#但仍有
,

例始终为阴性)而用匹拉米洞法测得的肠癌阳性

率仅为
-(.(/

#这可能是由于出血量少#方法敏感性低而测不

出来#造成假阴性)上消化道出血组中#免疫金标法阳性率为

&(.(/

#其中有
%

例柏油便经过
%"

倍稀释后才检测出阳性结

果)免疫金标法隐血试验主要检测下消化道出血#约有
,"/

!

%"/

的上消化道出血不能检出#原因是!$

#

%血红蛋白或红细

胞经过消化酶降解变性或消化殆尽已不具有原来的免疫原性(

$

!

%过量出血而致反应体系中抗原过剩而呈现后带现象($

(

%患

者血红蛋白的抗原与单克隆抗体不匹配)匹拉米洞法阳性率

为
#""/

#因此有时外观为柏油便而金标法测不出来时#需要

将粪便稀释
%"

!

#""

倍重做或者用匹拉米洞法复检)

综上所述#金标法检测粪便潜血对诊断和治疗引起胃肠道

出血的疾病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消化道肿瘤患者#在早期无症

状时粪便潜血就可能为阳性)所以粪便潜血检测可作为肠癌

普查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肠癌患者

的生存率)值得注意的是#检测时两种方法不可偏废#应根据

临床情况结合使用#这样才能提高消化道出血的检出率)还应

注意大便是固体#有区域性节段#必要时要做追踪性试验)另

外#消化道肿瘤及溃疡患者可有阶段性的少量出血#所以检测

潜血一般要连续查
(

次#但只要有一次是阳性结果#就可以肯

定有消化道出血#须引起足够重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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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分析及临床意义

梁景云"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检验科!南宁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医院内患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NU

#感染状况!分析其感染途径!提出预防措施$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就诊的部分患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GNK'

#进行
)NU

抗体检测$结果
!

在

!(($-

例患者中有
-$

例检出
)NU

抗体阳性!总检出率为
".(!%/

$

!""-

(

!""&

和
!""0

年检出率分别为
".!",/

(

".("!/

和
".,%0/

$结论
!

)NU

的感染率逐年上升$对高危人群和可能经医源性途径传播或感染
)NU

的患者进

行常规
)NU

抗体检测!是尽早发现
)NU

感染并防止其医源性传播和医疗纠纷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

!

)NU

抗体&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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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0,%%

"

!"##

#

"!1"!#-1"!

!!

自
#0&#

年美国发现第
#

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已成

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随

着艾滋病患者数量的增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NU

%的流行在

中国已经迅速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展+

#

,

)艾滋病即获

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
)NU

引起的严重疾病#迄今仍无法有

效治疗#除了行为干预等社会手段外#阻断输血传播*及时发现

)NU

感染者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是目前控制疫情的重要技术手

段)艾滋病的日益流行已严重危及医护工作者自身健康#成为

医源性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降低医源性感染概率#保护

医护工作者自身健康#全国各地医院纷纷开展了对术前患者

)NU

抗体 的 检 测#绝 大 部 分 都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

WGNK'

%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稳定)本文对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就诊的部分住院和门诊患者进行了
)NU

抗体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对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就诊

的
!(($-

例部分住院和门诊患者进行了血清
)NU

抗体检测#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郑州博赛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酶标仪和

'Z#

洗板机)

)NU

$

#]!

%抗体初筛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WGNK'

%#试剂由珠海丽珠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NU

$

#]!

%抗

体复查采用
WGNK'

#试剂由北京万泰有限公司提供)均经药

监局注册#批检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

!

检测方法
!

将检测
)NU

抗体的标本通过离心分离出血

清)依据1全国
)NU

检测技术操作规范2进行操作#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中的步骤进行检测)首先用珠海丽珠生物有限

公司提供试剂盒进行初筛检测#结果阴性者发出
)NU

阴性报

告#结果阳性者需用北京万泰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进行重复

检测#两次结果均为阳性或一阴一阳结果#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OXO

%

)NU

确认实验室确证)

/

!

结
!!

果

/.$

!

检出感染者及性别分布
!

!""-

!

!""0

年共检出
)NU

感染

者
-$

例#以男性为主#占总感染数的
$&.,/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

!""0

年
)NU

感染者检出情况

年度 检测例数
阳性

&

男 女 阳性率$

/

%

!""- -($" #% #" % ".!",

!""& -0(& !, #% 0 ".("!

!""0 &"$0 (- !- #" ".,%0

合计
!(($- -$ %! !, ".(!%

/./

!

)NU

感染途径
!

主要以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播为途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M54O=9<

!

H;<F;8

>

!"##

!

U3=.&

!

*3.!



径#分别约占总感染者的
-!.,/

*

#&.,/

和
0.!/

#以性传播为

主要传播途径#见表
!

)

/.'

!

确证试验
!

WGNK'

检测结果阳性者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OXO)NU

确认实验室回报阳性结果均为阳性)

表
!

!

不同感染途径
)NU

感染情况

感染途径 阳性例数 百分比$

/

%

性接触
%% -!.,

血液传播
#, #&.,

母婴传播
- 0.!

合计
-$ #""."

'

!

讨
!!

论

自
#0&%

年中国大陆发现第
#

例
)NU

感染者至今#艾滋病

在我国的流行日益严重#形势严峻+

!

,

)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

的数量已占亚洲第
!

位#世界第
#,

位)艾滋病的日益流行对

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严重危及医护工作者自身健

康#已成为当今医源性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外医务人员

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感染
)NU

)

其中术前
)NU

抗体检测就是重要举措之一)

本资料显示#

!(($-

例标本中检出
)NU

阳性
-$

例#平均

阳性率为
".(!%/

)

!""-

*

!""&

和
!""0

年检出率分别为

".!",/

*

".("!/

和
".,%0/

#阳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

应大力宣传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预防艾滋病向普通人群传

播)从性别来看#

)NU

感染者中以男性为主#占感染者的

$&.,/

)从
)NU

感染者的感染途径来看#

)NU

的感染和流行

呈多样化#现时感染以性接触传播途径为主#占感染者的

-!.,/

)有资料显示#.基于生物学原因#妇女比男性更容易感

染
)NU

#男性向女性传播
)NU

的效率是女性向男性传播的
!

!

,

倍/

+

(

,

)因此#应做好对妇女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

提高广大妇女的保护意识#开展孕期
)NU

筛查#从而有效保护

和降低妇女感染艾滋病)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女性感染
)NU

的比例有可能迅速上升#且将加大母婴垂直传播的感染机会#

给艾滋病的防控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本资料显示#检测结果阳性标本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OXO

)NU

确认实验室回报阳性结果为阳性)可见
WGNK'

检测

)NU

抗体的结果十分准确*可靠#值得广泛开展)当今#普通

人群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潜在
)NU

感染者#所以作为医务人

员#在诊治过程中应该提防潜在
)NU

感染病患的存在#最大限

度地保护自身健康#降低医源性感染#不可麻痹大意#以免产生

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

)NU

抗体检测显得十分重要#可快速

了解患者
)NU

感染状况#尽快发现潜在
)NU

感染者#使手术

医生能在术中对可疑患者进行针对性预防#防止职业暴露事故

发生)而且输血前有必要对受血者进行血清
)NU

检测#了解

患者在输血前感染
)NU

的状况#对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内感

染*防止出现医疗纠纷*保证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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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观察小儿脑炎患者脑脊液
O

反应蛋白"

OTS

#和
$

!

1

微球蛋白"

$

!

1Mc

#的含量变化并探讨其意

义$方法
!

分别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病毒性脑炎
!$

例(对照组
!"

例脑脊液

中
OTS

(

$

!

1Mc

的含量$结果
!

"

#

#化脓性脑炎(结核性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OTS

检测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D

#

"."#

#!病毒性脑炎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

!

#

(

组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

!

1Mc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其中化脓性脑炎高于结核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组!且与病毒性脑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核性脑炎与病毒性脑炎组比较无明显差异$结论
!

联合检测脑脊液中
OTS

及
$

!

1Mc

含量变化!有助于

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鉴别诊断$

"关键词#

!

脑炎&

!

O

反应蛋白质&

!

$

!

微球蛋白&

!

脑脊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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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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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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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

O*K

%感染性疾病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

之一#由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所致)近年来#以儿童为主要

感染人群逐渐上升)由于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目前主要根据

病史*临床表现和一些辅助检查进行诊断#缺乏特异性#易造成

误诊而延误治疗)鉴于脑脊液对
O*K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

一定价值+

#

,

#本文对
#&

例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

病毒性脑炎患者及
!"

例健康儿童脑脊液标本进行分析#研究

小儿脑脊液中
$

!

1

微球蛋白$

$

!

1Mc

%及
O

反应蛋白$

OTS

%含量

变化与
O*K

感染的关系#评价这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对诊断脑

炎的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为
!""&

年
-

月至
!""0

年
#"

月经本院

儿科及感染科确诊的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病

毒性脑炎
!$

例#年龄
!

!

#(

岁#男
V

女为
#.$&V#

)所选病例

均排除组织损伤*心肌梗死*手术创伤*放射性损伤及其他感染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并选择
!"

例脑脊液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

$./

!

研究方法
!

患者于入院
!,A

内行腰椎穿刺#抽取脑脊液

作常规细胞计数和生化检验#

$

!

1Mc

采用免疫比浊法在
e=

>

C1

B

F6'F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试剂由英国
T;<43a

实

验有限公司提供#

OTS

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在
e=

>

C

B

F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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