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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梅毒螺旋体抗体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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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改进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以检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b*/

#检出的低浓度

梅毒螺旋体抗体%方法
!

使用标准品和家兔免疫血清测试两种方法对低浓度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灵敏度!改进
&,.

,/

!从原倍稀释开始检测低浓度梅毒螺旋体抗体标本%结果
!

两种方法的灵敏度不一致!

+)b*/

初筛试验约可出

现
##U

的低浓度样本!改进
&,,/

可检出这部分低浓度样本%结论
!

+)b*/

检出的低浓度梅毒螺旋体抗体
&,,/

可通过改进稀释方法检出%

"关键词#

!

梅毒螺旋体&

!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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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床广泛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b*/

%筛查抗

梅毒螺旋体$

&,

%抗体#结果出现抗体阳性率急剧上升#尤其以

老年人居多)

#

*

+目前常推荐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

%来确证#但由于不同方法的灵敏度不同#导致两种方

法间结果不一致#尤其在低浓度样本这一现象比较明显+虽然

荧光密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

O&/./N*

%为公认的诊断金标

准#但其灵敏度低于
+)b*/

,

&,,/

)

%.!

*

#因此作者认为对于低

浓度样本不宜使用
O&/./N*

来确证+本文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

[P0

%推荐的方法)

?

*

#即使用
+)b*/

进行初筛#采用
&,.

,/

进行确诊的办法#将
+)b*/

筛选出的低浓度抗体#改进

&,,/

稀释方法#探讨检出低浓度抗体的检出+

$

!

资料与方法

$L$

!

标本来源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

患者输血前梅毒抗体筛查者合计
!$R>"

例+

$L/

!

仪器与试剂
!

意大利
*+/'

公司
/1:6C:

全自动酶联免疫

分析仪#伯乐
Nb0]/Q#>8>

洗板机+

+)b*/

试剂盒使用珠海

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双

抗原夹心酶免法%(凝集法试剂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生

产的赛乐迪亚
&,,/

梅毒螺旋体抗体$凝集法%诊断试剂(抗

梅毒螺旋体标准物质来源于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

!

方法

$L'L$

!

低浓度
&,

抗体标本筛查
!

所有患者标本使用全自动

酶免分析仪筛查
&,

抗体#样本
*

"

'0

$

#

者#结果初步判断为

有反应性#再用
+)b*/

双孔复检#任意一孔判读为有反应性者

使用
&,,/

确认#所有操作均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

,

+)b*/

两种方法共同有反应性者报告梅毒抗体阳性#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7*&

%检测结果另行报告#记录检测结

果+

$L'L/

!

+)b*/

,

&,,/

方法学敏感性比较
!

选取
%('7

"

3)

的标准物质及
&,,/

试剂盒中阳性对照血清#该阳性对照血

清为梅毒螺旋体$

(:DB=16

株%家兔免疫血清#效价为
#e!%$

#

+)b*/

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操作#改良
&,,/

稀释方法进行测

定#稀释滴度依次为
#e%

,

#e?

,

#eR

,

#e#"

22同时作阴性

血清及未致敏颗粒的对照试验#所有样本均进行双份检测#得

到初次
+)b*/

的
*

"

'0

值及
&,,/

稀释滴度结果+根据初次

试验结果#将标准品及阳性血清稀释不同倍数#参照初次试验

方法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L'L'

!

低浓度抗体患者样本
&,,/

法的滴度检测
!

将
#L!L#

中筛选出来的
+)b*/

阳性但
&,,/

阴性这一类型的标本#共

>?

例#疑为低浓度梅毒抗体阳性(经调查该部分患者排除自身

免疫性疾病(使用
#L!L%

中的倍比稀释方法对这部分样本进行

检测#记录结果+

$L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HDC1

软件进行处理,计算+

/

!

结
!!

果

/L$

!

+)b*/

筛查
?R-

例
&,

抗体有反应性#

*

"

'0

均值约为

?L"

(共有
?!?

例经
&,,/

证实为阳性#该部分
+)b*/

结果
*

"

'0

均值约为
>L?

(其余
>?

例为
&,,/

检测为阴性#约占
##U

#

其
*

"

'0

均值约为
!L?

(住院人群阳性率为
#L?>U

#

&,,/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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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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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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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确认约为
-#L"U

#

+)b*/

的结果为阳性+

/L/

!

使用
+)b*/

最低可检出约
$LR('7

"

3)

的标准物质#

最低可检出的家兔免疫血清的滴度约为
#e%?

(使用
&,,/

检

出
#('7

"

3)

标准物质的滴度为
#e?

#使用
&,,/#eR$

的

判断标准可以检测出标准物质浓度约为
"('7

"

3)

+

/L'

!

>?

例低浓度标本经
&,,/

从原倍开始倍比稀释检测后#

所有标本在
#e?

稀释度上均为阳性#

>?

例判读为阳性的滴度

均值约
#e!%

+

>?

例低浓度标本的
&]7*&

方法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

!

讨
!!

论

临床上特异性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常采用
+)b*/

初筛#

采用
&,,/

确认+

+)b*/

使用的是重组抗原#灵敏度较高#但

易受到类风湿因子,补体,嗜异性抗体,嗜靶抗原的自身抗体,

医源性诱导的抗鼠
b

I

$

6

%抗体,交叉反应物质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特异性下降+

&,,/

采用梅毒螺旋体$

(:DB=16

株%菌体

抗原#使用明胶颗粒为载体#试验过程中不使用外来抗体#上述

+)b*/

的诸多干扰因素$交叉反应物质除外%对
&,,/

检测影

响不大+因此该组合方法筛选检测为
[P0

所推荐+

参照曹树正等)

>

*的报道#考虑钩状效应等因素#本试验进

行了
+)b*/

复检+结果表明!按常规方法测定#约
##U

的

+)b*/

阳性标本被
&,,/

确证时判断为阴性+

>?

例低浓度标

本经改进
&,,/

稀释方法检测后#结果均表现为有反应性#这

表明该部分标本存在低浓度梅毒抗体#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抗原

均有反应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

+)b*/

检测的敏感性高于
&,,/

$按

#eR$

的判断标准%#这种差异可导致位于
$LR

!

"L$('7

"

3)

浓度的样本#在经
&,,/

确认时判断为阴性+这种情况的出

现#作者认为可能与
&,,/

以
O&/./N*

为标准设定的临界判

定值$

D5;=JJ

%有关)

"

*

#而实际上
+)b*/

,

&,,/

的灵敏度高于

O&/./N*

#因此对于低浓度样本盲目依赖
O&/./N*

为金标准

并不可取+

按照免疫学的基本原理#

&,,/

中
b

I

\

型抗体反应性较

b

I

V

型抗体反应性弱+在感染性疾病的潜伏期,恢复期,免疫

缺陷症感染者或隐性感染者等人群中#抗体绝大部分以
b

I

\

型

为主#

b

I

V

型抗体含量较低#因此这部分人群在通过
&,,/

法

检测时#往往表现为较低滴度的反应性+由于这部分人群梅毒

症状不明显#抗体检测结果模棱两可#所以常常为流行病调查

者和临床所忽视+但这部分低浓度人群中存在进一步发展的

可能#因此应予以重视+

通过以上因素分析#作者认为!临床检验工作中应根据实

验室实际情况#可适当降低
&,,/

的
D5;=JJ

值#使得同一实验

室两种办法的敏感度保持基本一致+如经
&,,/

确证时#浓

度高于
#eR$

的判断标准#直接判断
&,

抗体为阳性(如遭遇

低浓度样本#即
&,,/

浓度低于
#eR$

#

+)b*/

为有反应性#则

应再进行从原倍稀释开始试验#同时做好对照试验#如两种方

法均有阳性反应#可判读为弱反应性#可提示临床注意+如有

条件#使用其他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以保证

梅毒抗体检测的准确性+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实验室诊断早期

梅毒,隐性梅毒的能力#也有助于梅毒螺旋体的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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