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不规则抗体鉴定#即利用谱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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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鉴定细胞&与待检

者的血清反应来检测出机体产生的同种抗体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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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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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规则抗体通过此法检测出为抗
4T

)

完整的
3QN

血型鉴定包括正定型和反定型#从本文结果

看#

3QN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
)$

例#占整个血型鉴定的
$'#,2

#

如果仅用正定型就很难发现抗原减弱*

3QN

亚型及当患者有

冷凝素*自身抗体时产生的定型错误)遇到正反定型不一致

时#应结合临床和血清学特点#查明原因#并结合相关的试验分

析作出正确血型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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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分娩产前检测感染性病原体血清标志物的价值

赵晓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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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四川省宁南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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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住院分娩产前检测感染性病原体血清标志物的价值%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JO3

$

法对住院分娩孕产妇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

&

抗体"抗
4\JV#

'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Q;3

.

$&丙型肝炎抗体

"抗
4\"V

$和梅毒抗体!抗
4\JV#

'

&

阳性用胶体金标记法联合检测%结果
!

&&*(

例住院分娩孕产妇中!血清感染

性标志物阳性
&$&

例!阳性率为
+'++2

!有
#

例重叠感染病例"抗
4\JV#

'

&

&抗
4\"V

&梅毒抗体同时阳性$#抗
4

\JV#

'

&

初筛阳性患者
)

例!阳性率为
$'#)2

#

\Q;3

.

阳性患者
#%)

例!阳性率为
+'5+2

#抗
4\"V

阳性患者
5

例!

阳性率为
$'#+2

#梅毒抗体阳性患者
&

例!阳性率为
$'$%2

%结论
!

在住院分娩前对孕产妇进行血清标志物的检

测!能够及早发现阳性患者!对预防和控制母婴垂直传播!避免医务工作者职业感染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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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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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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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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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和法律意识也逐渐加

强)为了优生优育*避免和减少医患纠纷#结合国家梅毒*艾滋

病母婴传播阻断*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母婴传播阻断$

T3VJ

&

等项目的开展#本院对住院分娩孕产妇进行了产前艾滋病病毒

#

"

&

型抗体$抗
4\JV#

"

&

&*乙肝表面抗原$

\Q;3

.

&*丙型肝炎

抗体$抗
4\"V

&*梅毒抗体的检测#以评价住院分娩产前检测

感染性病原体血清标志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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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检测对象
!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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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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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住院分娩产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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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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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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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酶标仪$雷杜
1̀4($$$

&*洗板机

$雷杜
1̀4)$$$

&*振荡器)$

&

&试剂!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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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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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

断试剂$酶联免疫吸附法&由上海荣盛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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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试剂$酶联免疫吸附法&由郑州安图绿科生物有限公

司提供#梅毒抗体诊断试剂$双抗原夹心法&由上海科华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抗
4\JV#

"

&

诊断试剂$胶体金标记法&由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

!

检测方法
!

抗
4\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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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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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梅毒抗体都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各项均严格按照操作说明#每日做室

内质控$各项均参加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控#成绩
#$$

分&)抗
4\JV

初筛阳性者用双试剂复检#并按2全国艾滋病检

测工作管理办法3送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认实验室进

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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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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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共检测
&&*(

例住院分娩产妇#血清感染性标志物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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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为
+'++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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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叠感染病例$抗
4\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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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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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体同时阳性&%抗
4\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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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

例#经四川省

疾病控制中心确认阳性
)

例#阳性率
$'#)2

%

\Q;3

.

阳性
#%)

例#阳性率
+'5+2

%抗
4\"V

阳性
5

例#阳性率
$'#+2

%梅毒抗

体阳性
&

例#阳性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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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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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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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分娩孕产妇进行了产前抗
4\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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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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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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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体的检测各项检测指标中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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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率最

高#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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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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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地是乙型肝炎高流行区的情况相一致#

说明乙型肝炎病毒是本地区孕产妇主要感染病原体)为了减

少和阻断母婴垂直传播#本院对围生期的产妇做了充足的准

备)$

#

&尽量缩短产程#减少母血渗到胎儿体内的概率#保护好

产儿以免受到母血和分泌物的污染#特别注意避免新生儿皮肤

和黏膜的损伤)$

&

&新生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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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

Jg

联合乙型肝炎基因疫苗$

,

"

.

&#半个月后注射乙肝免疫球

蛋白$

&$$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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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个月后各注射一支乙型肝炎基因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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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孕产妇
\QV4PW3

的含量#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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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禁止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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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靠近艾滋病流行区#由于进一步开放和人员交流增

多#艾滋病已有上升的趋势#本次检测抗
4\JV#

"

&

初筛阳性患

者
)

例#经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认实验室进行确认
)

例#这
)

例产妇均是本地彝族)

'''

!

据研究#抗
4\"V

在健康人中的阳性率为
$'*2

!

#')2

+

&

,

#本次检测的阳性率为
$'#+2

#虽然感染率低#但不少

资料已证实
\"V

垂直传播的存在+

)

,

#要保持警惕#防止漏检)

本次检测用酶联双抗原夹心法初筛梅毒抗体阳性患者
&

例)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活动性孕妇的胎盘垂直传播给婴儿)产前

梅毒筛查已经成为国家梅毒和胎传梅毒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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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国内外资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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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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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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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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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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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经过胎盘垂直传播)因此加强围生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前检测

感染性病原体血清标志物#能够及早发现阳性患者#对预防和

控制母婴垂直传播#防止院内交叉感染#避免医务工作者因为

手术*诊疗和其他侵入性操作引起接触传播等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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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藻糖苷酶及性能评价

刘憬程"云南省安宁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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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应用
&4

氯
454

硝基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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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藻糖苷"

"WZ43]g

$建立检测
*

4/4

岩藻糖苷酶"

3]g

$活力的动力学

法!用于血清中
3]g

活性测定%方法
!

基于动力学反应特点!对缓冲液离子强度&

B

\

值&底物浓度等最佳反应条

件及各种实验参数进行研究%用该法在
3g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相应的性能分析研究%结果
!

该法最低

检出限为
&',g

'

/

!线性范围可达
&,$g

'

/

"

BX$'%%%5

$!批内
7U

$

)2

!批间
7U

$

,2

!回收率为
#$#')2

%

结论
!

本法灵敏度高!线性&精密度好!结果准确!且操作简便快速!适用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操作%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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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454

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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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岩藻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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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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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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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藻糖苷酶$

3]g

&是一种存在于生物体内的酸性水

解酶)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血清
3]g

在诊断原发性肝癌

$

Z\"

&方面有重要价值+

#4)

,

)因此#建立一种方便*适用的

3]g

检测方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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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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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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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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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岩藻糖苷$

"WZ43]g

&生成黄色的氯硝基苯酚

$

"WZ

&#经反复试验确定了最佳实验条件#建立起简便*灵敏*

稳定的检测体液中
3]g

活性的动力学法#该方法试剂为液体

稳定的单一试剂*适用于全自动生化仪操作)并用于血清中

3]g

活力的测定#均获得满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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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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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

来自健康体检者血清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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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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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柠檬酸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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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剂和防腐剂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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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标准酶和质控品#由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所

有检测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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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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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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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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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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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试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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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对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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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藻吡喃糖苷生成氯硝基苯酚和岩藻糖#而引起在波长
5$,

8-

处吸光度的上升#其上升的速率与
3]g

活力呈正比)通

过监测
5$,8-

处吸光度上升的速率#可以计算出样品中
3]g

的活性)即在最佳实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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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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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钟

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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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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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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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法)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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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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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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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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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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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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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样品$

,,g

"

/

&进行测试)酶反应速率随缓冲液浓度的增

加而增高的#但当浓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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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酶反应速率反而

降低)这是缓冲液浓度太大反而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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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活性#从而

导致反应变慢)因此#选择柠檬酸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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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液和最佳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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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显示其最

大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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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底物浓度与酶反应速度的反应曲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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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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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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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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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水平连续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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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样品重复测定
)

次#取均值#所得回收率分别为
#$)'&2

*

#$#',2

*

%%'&2

#平均回收率
#$#')2

)

/'P

!

线性试验
!

根据
W""/O

$

!Z('Z

&的评估方案#取浓度分

别为
,g

"

/

和
&,$g

"

/

标本各
#

份)然后将两份标本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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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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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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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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