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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体检测中胶体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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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有上升趋势#梅毒是其中一种,

这在全国各地均有报道#对该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已成为当前

首要问题,对
$((*

例孕产妇+婴幼儿+婚检对象及部分已婚

成年人用金标法进行常规梅毒血清学抗体的筛查#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7

年
#

月至
#'"'

年
7

月来本院进行体检的教师+学

生+产检的孕妇等人群
$((*

例#均行胶体金法进行检测#阳性

者用酶联免疫吸附$

0P̂43

&法进行确认,抽静脉血者采用胶

体金法和
0P̂43

法同时进行检测,

$%/

!

检验方法

$%/%$

!

胶体金法
!

$

"

&试剂!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胶

体金法&由艾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

&取材!取指尖末梢

血或静脉血+乙二胺四乙酸$

0.M3

&抗凝血全血
"''

#

P

#或血

清
&'

#

P

,$

$

&操作步骤!将试剂条从冰箱中取出恢复至室温#

然后平放于干净的台面上#用一次性采血管吸取末梢血约
"''

#

P

#或者用塑料吸管吸取全血
"''

#

P

或血清
&'

#

P

#垂直滴加

于加样区#然后再加入
"

滴缓冲液,

"'

!

#';AB

后读取结果,

当质量控制区结果正常#而检测区出现紫红色条带时判定为阳

性,质量控制区无紫红色条带出现或检测标本层析过慢时

重做,

$%/%/

!

0P̂43

法
!

$

"

&试剂!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酶标仪$瑞士安图
#'"'

&,$

#

&取材!取
0.M3

抗凝血的血浆

或血清,$

$

&质量保证!严格执行项目
4]+

#按试剂盒要求进

行操作#检测均由专人完成,$

)

&操作步骤!

"

支浓缩洗涤液加

"7';P

$

)1M

&或
$1';P

$

7(M

&蒸溜水配置洗涤液,

$%'

!

样本稀释
!

待测血清或血浆用样本稀释液按
"

!

"''

稀释

后#每孔加样
"''

#

P

,

$%1

!

加样
!

加入已稀释的样本
"''

#

P

#并设空白+阴+阳对照

各
"

孔#置
$*Z

温育
$';AB

,甩干孔中的液体#用已稀释好的

洗液每孔加
#''

!

$''

#

P

洗板
$

次#每次均需拍干,

$%2

!

加酶结合物
!

每孔加酶结合物
"''

#

P

#置
$*Z

温育
$'

;AB

,甩干孔中液体#洗
$

次#每次均拍干,

$%)

!

显色
!

每孔加显色剂
3

及显色剂
R

各
&'

#

P

混匀#

$*Z

温育
"';AB

取出判断结果,

$%.

!

目测
!

白色背景下观察各孔显色#有明显兰色者为阳性#

无色者为阴性#或按说明书酶标仪比色,

/

!

结
!!

果

见表
"

!

)

,

表
"

!

胶体金法和
0P̂43

法的结果对比%

)

&

样本类型
胶体法

阳性 阴性

0P̂43

法

阳性 阴性

末梢血+全血
"1 "("7 ' '

血清或血浆
#7 #''" $' #'''

表
#

!

人群分类对比%

)

&

组别
#

!

*

岁儿童 孕产妇 婚检人群 其他人群

阳性
' "1 # #1

阴性
)71 "("7 #"$ "#17

累计例次
)71 "($* #"& "$"*

表
$

!

胶体金法检测结果用
0P̂43

确认后

!!!

结果的对比分析%

)

&

检测方法 阳性 阴性 假阴性

胶体法
)*

$

$';AB

内&

#''" "

0P̂43

法
)1 #''' '

表
)

!

胶体金法检测时间阳性率的对比%例&

组别
"';AB

以内
"&

!

$';AB $';AB

以后

阳性
)& )* &'

阴性
#''$ #''"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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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这种病原体

通过黏膜或有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后#经淋巴系统及血液循环

播散到全身#几乎可以侵犯全身各脏器和组织)

"

*

,梅毒主要通

过性接触传染#也可通过胎盘传染下一代,根据传染途径的不

同#可将梅毒分为获得性梅毒和先天梅毒,先天梅毒主要是小

儿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得#新生儿梅毒多为二期梅毒#可侵犯小

儿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导致严重后果,另外孕产妇梅毒还

可致死胎+流产+早产+产后子宫大出血等,在梅毒发病率逐年

升高#一对夫妇只生一+二个小孩#生活快节奏的今天#优生优

育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如何常规快速的检测梅毒也是人们非

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胶体金梅毒检测法试验采用高度特异性的抗原+抗体反应

及免疫层析分析技术#来定性检测血液或血清样本中是否含有

梅毒抗体#试剂盒含有被事先固定于膜上测试区$

M

&的重组特

异性梅毒抗原和质控区$

,

&的相应抗体,便于肉眼观察结果#

无设备要求+报告快速+有较高的敏感性#可作为是否感染或曾

感染梅毒的观察指标,而酶联免疫法是检测梅毒抗体公认的

确证方法之一#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常作为梅毒的确证试

验)

#

*

,在胶体金法
$';AB

内判定为阳性的
)*

例样本#经

0P̂43

检测均为阳性#符合率为
"''6

,在胶体金法判定为阴

性的
#''"

例样本中有
"

例为阳性#且抗体滴度很低#可能与

抗体含量过低有关,从胶体金法不同判定时间中阳性例数的

不同可以看出#胶体法仍然有一定假阳性率的干扰,但是只要

不超过
$';AB

就可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另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观察试验中
)71

例婴幼儿体检没有

发现
"

例梅毒抗体阳性患儿,

#

例患者婚检女方为阳性#经询

问以前有相关病史#且经过相关治疗,

"($*

例孕产妇中
"1

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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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1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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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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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其中
1

例有相关病史#

"'

例无相关病史,

#1

例其他人

群的阳性患者仅有
"$

例有相关病史,显示成年已婚人群中隐

性感染的例数要高于显性感染的例数,

"1

例阳性孕产妇经追

踪调查
"1

个月#有
$

例梅毒抗体转阴#证明并不是所有梅毒感

染者抗体会终身阳性,

本次检测过程中#小儿占
"$%(6

#未检出阳性患者,婚检

#"&

例#占受检人群的
&%76

#发现
#

例阳性#阳性率为
'%76

,

除小儿+婚检对象以外的其他人群
"$"*

例#占受检人群的

$&%76

$主要是已婚成年人&#阳性率为
#%"6

#明显高于小儿+

婚检对象这两类人群,胶体法可用末梢血+全血+血清等样本

检测#对检测样本要求低#且检测不需要特殊器材#检测速度

快#与确诊实验符合率高#是门诊梅毒检测工作中值得推广的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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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一种纠正血液缺乏的安全和暂时有效的方法#交叉

配血是决定是否可以输血的检查项目#是输血前必须进行的工

作 )

"

*

,准确的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是临床安全+有效输血的

重要保证,

P=

G

A<55<

在
"77'

年发表了微柱凝胶试验$

Q/M

&免

疫技术的报道)

#

*

,

Q/M

是
#'

世纪
7'

年代进入国内实验室并

用于交叉配血的新方法#而在一些先进国家已成为常规的红细

胞血型血清学检测技术)

$

*

,

本科自
#''&

年
*

月起#采用微柱凝胶法操作系统进行输

血前检测,本文应用微柱凝胶技术+凝聚胺法+盐水法
$

种方

法同时平行进行
"'''

例次交叉配血试验#并进行比较,微柱

凝胶法具有标准化程度高+重复性强+试验结果明确可靠+患者

血标本用量少+操作简单+结果易于观察及保存时间长等优点#

大大减少了实验误差,现总结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
!

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交叉配血卡$长春博迅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凝聚胺试剂盒 $

R34]

企业有限公司&%等渗

盐水$江苏亚邦生缘药业有限公司&,

$%/

!

仪器
!

1'!#

离心沉淀器$上海手术器械厂&%免疫微柱孵育

箱+

-XP

型血清学多用离心机$长春博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

!

检测对象
!

"'''

例受血者为本院临床住院输血患者#供

血者为泰州市中心血站检测合格的无偿献血者,

$%1

!

方法

$%1%$

!

微柱凝胶法
!

$

"

&操作步骤!

3

将受血者与献血者的红

细胞血清分离,

4

分别将受血者与献血者红细胞配成
'%&6

等渗盐水悬液,

5

将受血者血清
&'

#

P

与献血者红细胞悬液

&'

#

P

加入主侧管中,

6

将受血者红细胞悬液
&'

#

P

与献血

者血清
&'

#

P

加入次侧管中,

7

加样后的试剂卡#置
$*Z

孵

育
"&;AB

,

8

使用专用离心机离心
&;AB

$

7''5

"

;AB

离心

#;AB

#

"&''5

"

;AB

离心
$;AB

&#取出肉眼观察结果,$

#

&结果

判定!

3

阴性结果为红细胞完全沉降于凝胶管底部#表明受血

者与献血者血型相合#可以输注,

4

阳性结果为红细胞凝集块

位于凝胶表面或凝胶中#表明受血者与献血者血型不相合,

$%1%/

!

盐水法
!

按操作规程进行)

)

*

,

$%1%'

!

凝聚胺法
!

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

$%2

!

统计学方法
!

将微柱凝胶法分别与盐水法和凝聚胺法组

成两组配对资料#采用配对计数资料
!

# 检验,

/

!

结
!!

果

对
"'''

例受血者用微柱凝胶法+凝聚胺法+盐水法
$

种

方法同时进行交叉配血试验,实验结果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交叉配血结果%

)

&

微柱凝胶法
盐水法

不配合 配合

凝聚胺法

不配合 配合
合计

不配合
' ( ) # (

配合
' 77) ' 77) 77)

合计
' "''' ) 77( "'''

!

#

)%# '%&

/

$

'%'&

%

'%'&

'

!

讨
!!

论

'%$

!

本实验结果中
"'''

例标本中微柱凝胶法有
(

例不配

合#经检查献血者与受血者血型相同#其中
)

例为主侧凝集#

#

例为次侧凝集,将
)

例主侧凝集的患者血样做间接抗人球蛋

白试验$

3̂M

&为阳性#表明被检患者血清中含有
^

F

/

类不完全

抗体,送至江苏省血液中心鉴定为抗
0

+抗
.

等不完全抗体,

为更好地预防溶血性输血反应#对血清中有不完全抗体的这类

患者#应寻找与其相对应的阴性血液输注,将另
#

例次侧凝集

的患者血样做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3M

&为阳性,大多因患

者多次输血使其红细胞被自身抗体致敏#

.3M

阳性,对
.3M

阳性的这类患者输注主侧配合的洗涤红细胞后#无任何不良

反应,

'%/

!

将盐水法与微柱凝胶法比较#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盐水法全部配合未能检出
^

F

/

类不完全抗体#而

微柱凝胶技术不但可以检出
^

F

Q

抗体#而且可检出
^

F

/

类不

完全抗体#大大减少了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保证了临床输

血的安全性,

'%'

!

凝聚胺法检出
)

例不配合#与微柱凝胶法检出的
)

例不

完全抗体相符#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对于
#

例微柱凝胶法交叉配血次侧凝集的血样凝聚胺法未

能检出#可能是患者自身红细胞被致敏,有研究报道#凝聚胺

技术对
\<99

血型系统及冷抗体不易检出#且在某些血浆蛋白

紊乱患者中还可引起假阳性检测结果)

&

*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

临床上常用的药物能干扰和影响凝聚胺法配血的结果)

(

*

,

'%1

!

微柱凝胶试验与盐水法和凝聚胺法比较有许多优越性#

但操作时间稍长#需
#'

!

$';AB

#价格也较贵#在试验操作过程

中如果不能正确使用#假阳性和假阴性都会出现#给输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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