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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比较三种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准确性及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应用甲苯胺红不

加热血清试验"

:/eW: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33#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QW#

#检测
%%2

例血清样本$结

果
!

:/eW:

%

:33#

%

*VQW#

的敏感性分别为
2,52&6

%

125&&6

%

115+76

&特异性为
1,5&76

%

115-76

%

125+,6

$其

他两种方法与敏感性%特异性均较好的
:33#

比较!

:/eW: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差异具有有统计学意义"

N

&

-5-,

#&

*VQW#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和
:33#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5-,

#$

*VQW#

与
:/eW:

敏感性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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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QW#

与
:/eW:

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5-,

#$结论
!

:33#

和

*VQW#

敏感性高%特异性强!是目前用于检测梅毒抗体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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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性传播

疾病#该病病程长#危害大#临床表现复杂#呈多样性#几乎可以

累及全身各个器官#早期主要侵犯皮肤)黏膜#晚期可累及心血

管及中枢神经系统等器官+

+

,

*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母体

还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近年来#我国梅毒的发病人数呈急

剧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由于现在人群对抗生素药

物的广泛使用#使得部分患者呈隐形感染#并无临床表现#在

诊断时很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检测方法的优劣关系到结果

的准确性#影响梅毒的诊断和治疗*目前血清学试验是诊断梅

毒的主要方法#较为常用的有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eW: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33#

%)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

*VQW#

%*本文对
:33#

)

*VVW#

)

:/eW:

三种不同梅

毒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并予以评价#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5$

!

血清样本
!

+%-

份血清取自本实验室结合临床和流行病

学确诊的梅毒患者#另外
+-2

份是随机抽取的非梅毒患者的

血清*

$5/

!

试剂及器材
!

:33#

试剂由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提

供#

*VQW#

试剂购自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

:/eW:

试剂购

自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述产品均为合格产品#所用

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仪器主要有酶标仪$

0Q!$/#N82-

%)洗扳

机$

0Q!$/#N+,7,

%)振荡器*

$5'

!

方法
!

标本均采用
:33#

)

*VVW#

)

:/eW:

法进行梅毒

血清学检测#具体操作方法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

/

!

结
!!

果

/5$

!

三种方法检测
%%2

份血清样本结果
!

见表
+

*

表
+

!

三种方法检测
%%2

份血清样本结果

样本来源
%

:33#

阳性$

6

% 阴性

*VQW#

阳性$

6

% 阴性

:/eW:

阳性$

6

% 阴性

梅毒患者
+%- ++2

$

125&&

%

% ++1

$

115+7

%

+ +-&

$

2,52&

%

+7

非梅毒患者
+-2 +

$

-51&

%

+-7 %

$

+52,

%

+-8 ,

$

958&

%

+-&

/5/

!

三种检测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
!

见表
%

*

表
%

!!

三种检测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

6

&

方法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33# 125&& 115-7 115+8 125+7

*VQW# 115+7 125+, 125&, 115-7

:/eW: 2,52& 1,5&7 1,5&7 2,52&

!!

注!敏感性
b

梅毒患者中阳性例数"梅毒患者总例数(特异性
b

非

梅毒患者中阴性例数"非梅毒患者总例数(阳性预测值
b

梅毒患者中

阳性例数"阳性结果总例数(阴性预测值
b

非梅毒患者中阴性例数"阴

性结果总例数

/5'

!

三种检测方法的比较#统计学分析采用
B

检验
!

*VQW#

与
:/eW:

敏感性比较#

Bb95-,

#

N

&

-5-,

#特异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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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第
2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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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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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52

!

U;5+,



+5+8

#

N

'

-5-,

*

:33#

与其他两种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比较

见表
&

*

表
&

!

:33#

与其他两种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比较

检测方法
敏感性

B N

特异性

B N

*VQW# -5,27

'

-5-, -5%22

'

-5-,

:/eW: &581-

&

-5-, +587-

&

-5-,

:33#

与
*VQW#

比较#敏感性和特异性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N

'

-5-,

%#

:33#

与
:/eW:

比较#

:/eW:

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5-,

%#

*VQW#

与

:/eW:

敏感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5-,

%#

:/eW:

敏

感性较低#

*VQW#

与
:/eW:

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N

'

-5-,

%*

'

!

讨
!!

论

梅毒螺旋体感染后#机体可产生特异性的梅毒螺旋体抗

体*

:33#

可检测血清中梅毒特异性抗体#灵敏度高#特异性

好(并且由于梅毒螺旋体感染后#此抗体可在体内持续存在#检

测结果不随病情发展和治疗而变化+

%

,

*

:33#

是将纯化的致

病性梅毒的精制菌株成分包被在人工载体明胶粒子上#减少了

生物学假阳性的发生#很少发生非特异凝集#故
:33#

作为梅

毒的检测方法#对梅毒的检测结果都有较好的稳定性*本组

:33#

检测敏感性
125&&6

#特异性达到
115-76

*

*VQW#

以重组梅毒螺旋体多肽作为靶抗原#检测人血清

中相应的抗体#是近年来随着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抗原的研制

成功而建立的方法#在梅毒各期均有较高的敏感性#且假阳性

率低#其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均在
116

左右#是一种适合大规

模筛查和临床诊断的新方法+

&

,

*本组
:33#

与
*VQW#

比较#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5-,

%#

*VQW#

敏感

性高达
115+76

#特异性
125+,6

*梅毒螺旋体感染后机体可

产生非特异性的类脂质抗体*

:/eW:

是一种非特异性的血

清学方法#检测的是血清反应素#一般在硬下疳
9

周后才能检

出#并且梅毒抗体的滴度对
:/eW:

的检测也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故
:/eW:

对梅毒的检出敏感性也相对降低+

9

,

*本组

:/eW:

检测敏感性仅有
2,52&6

#可能与以上原因有关*

本研究发现
:33#

和
*VQW#

都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梅毒患者检测阳性率高#同时假阳性率低*

:/eW:

方法

比较简单#结果易观察#但敏感性较低*

:33#

和
*VQW#

两者

与
:/eW:

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3#

与

:/eW:

特异性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只是
*VQW#

与

:/eW:

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3#

具有很高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但不利于大批量样本筛查#而
*VQW#

同样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
:33#

相关性好#同时
*VQW#

试

剂成本低#操作方便#是大批量样本筛查的理想方法*如果将

*VQW#

和
:33#

联合用于梅毒血清的检测#将会进一步提高

梅毒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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