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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血清方法检测梅毒的比较分析

李凤中!黄永建!陈
!

波"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BB

#

!!

"摘要#

!

目的
!

对临床常用的
(

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进行对比!即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14ZQ1

#和梅

毒螺旋体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1/3N7TQ-

#以及明胶颗粒凝集法"

1//-

#

(

种梅毒检测方法$评价这
(

种

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在梅毒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用
1/3N7TQ-

方法检测标本
A,)*

例!检测到的阳性

标本再用
14ZQ1

与
1//-

法平行测定$结果
!

1/3N7TQ-

检测出的
B,

例阳性标本中!

1//-

检出阳性
BA

例!阴

性
)

例%

14ZQ1

法检出阳性
(@

例!阴性
':

例!符合率分别为
@,8AV

和
,@8,V

$结论
!

1/3N7TQ-

法具有较高的

阳性符合率!可作为临床批量标本梅毒检测理想的筛选方法%

14ZQ1

法适用于梅毒疗程观察和疗效判断!有助于

判断梅毒复发及再感染!以便梅毒患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

1//-

法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作为梅毒血

清抗体检测的确证试验$

"关键词#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明胶颗粒凝集法%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梅毒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A)3*)

!!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近年来在我

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危及到人类的健康和家庭的幸

福)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和血液传播#该病症状复杂#临床表

现多样化#而且病情时隐时现#可侵犯全身各组织与器官或通

过胎盘传播引起胎传梅毒#危害很大)准确*快速的实验室诊

断是治疗和控制梅毒蔓延的关键)因此#选择合适的检测梅毒

螺旋体的方法#既能避免漏检又适合大批量标本的筛查#可以

协助临床诊断和治疗)目前#血清学检测是发现和诊断梅毒最

常用的方法#目前用于梅毒血清学检验的方法主要有!酶联免

疫吸 附 试 验 $

1/3N7TQ-

%*甲 苯 胺 红 不 加 热 血 清 试 验

$

14ZQ1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1//-

%等方法)于

是本文对常用的
(

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先

用
1/3N7TQ-

方法对
A,)*

例住院患者进行了梅毒筛查#检测

到的阳性标本再用
14ZQ1

法与
1//-

法平行测定#并将结果

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
!

来自萍乡市人民医院
)*'*

年
'

!

')

月住院

患者手术前和输血前的血清标本共
A,)*

例)

$8/

!

检测方法
!

收集到的的血液标本及时分离血清后用
1/3

N7TQ-

进行筛查#阳性标本再用
14ZQ1

法 以及
1//-

法进

行平行测定)

1/3N7TQ-

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14ZQ1

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

试

剂盒由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

(

种检测方法和结果判读均

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每次试验均设立阴阳对照和室

内质控)

$8'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8*B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
A,)*

例筛查标本中#用
1/3N7TQ-

检出阳性
B,

例#以

1//-

确证试验为.金标准/)在
B,

例阳性标本中
1//-

法检

出阳性
BA

例#

1/3N7TQ-

法与
1//-

法符合率为
@,8AV

#

)

例

1//-

法为阴性#

1/3N7TQ-

法假阳性率为
(8,V

(

14ZQ1

法检

出阳性
(@

例#检出率为
,@8,V

#未检出率为
(*8AV

#两种方法检

测阳性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

)

例
1/3N7TQ-

法假

阳性标本用
14ZQ1

和
1//-

法检测均为阴性)结果见表
'

)

表
'

!

对
1/3N7TQ-

检测阳性标本用
1//-

)

14ZQ1

!!!!

检测结果'

0

%

V

&(

组别
14ZQ1 1//-

阳性
(@

$

,@8,

%

BA

$

@,8A

%

阴性
':

$

(*8A

%

)

$

(8,

%

!!

注!

14ZQ1

与
1//-

比较#

!

"

*8*'

)

'

!

讨
!!

论

当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体内可产生特异性抗螺旋体抗

体和非特异性抗类脂质抗体)梅毒特异性抗体出现早*消失

迟#即使经过正规抗梅毒治疗#仍可在血清中检出特异性抗体#

甚至可终生检出+

'

,

)

14ZQ1

法是采用牛心中提取的心磷脂*

胆固醇*卵磷脂组成的抗原重悬于含有特制的甲苯胺红溶液制

-

)A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成#检测血清中的反应素#即检测的是非特异性抗体#而且非特

异性抗体出现较特异性抗体迟
)

!

(

周#且随病情进展有增加

趋势#但经有效治疗后又可降至正常)一期梅毒约在
)

!

A

周

可出现硬下疳#此时
14ZQ1

法梅毒血清学反应为阴性#在硬

下疳出现
:

!

C

周左右#梅毒血清学反应才由阴性转为阳性)

所以
14ZQ1

法一般不适用早期潜伏期*一期及三期梅毒检

测#此时有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

)

,

)从试验结果看#

14ZQ1

不但有假阴性结果#而且比例很高#

B,

例
1/3N7TQ-

法阳性标

本中
':

例为
14ZQ1

阴性#占
(*8AV

#将近三分之一的梅毒患

者被漏诊#而且此法虽然简便快捷#但敏感性和特异性差#结果

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病毒性感染*妊娠*结缔组织病*肿瘤*类风

湿关节炎和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产生假阳性反应+

(

,

#不适

合作为筛查试验)若仅以
14ZQ1

法作为梅毒血清学检查#将

会有相当一部分梅毒患者被漏诊和其他一些疾病被误诊#但

14ZQ1

试验滴度与病程有关#当感染者在接受治疗后或疾病

处于非活动期时#

14ZQ1

滴度下降#而梅毒复发时则会转阳#

滴度升高#所以
14ZQ1

法虽不适合作为梅毒筛选试验#但根

据其滴度变化有助于判断梅毒复发及再感染#在观察病程和疗

效方面有重要价值)

1//-

法是以纯化的致病性梅毒螺旋体

抗原致敏惰性的人工明胶颗粒#其结果可靠#敏感性*特异性极

高#已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最好的梅毒血清确证试验(但操作

繁琐#结果判断难以自动化#受人为误差影响较大#而且试剂成

本较贵#也不适于大批量筛查+

A

,

)

1/3N7TQ-

法是采用双抗原

夹心法#即在聚乙烯微孔条上预包被基因表达梅毒抗原#用辣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基因重组梅毒抗原#检测血清中梅毒螺旋体

抗体#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准确度高的特点#而且操作简

便#价格合理+

B

,

)用
1/3N7TQ-

法检测#结果总体与
1//-

法

符合率达
@CV

)且
1/3N7TQ-

法检出率和结果符合率均高于

14ZQ1

法#操作相对
1//-

法简便#试剂成本也较低)另外

1/3N7TQ-

法结果可以用酶标仪直接读取吸光度#较
14ZQ1

法用肉眼观察更为可靠)数据可储存电脑#长期保存)因此#

1/3N7TQ-

法可作为大批量人群梅毒检测理想的筛选方法#但

不能用于疗效判断#研究结果显示利用
1/3N7TQ-

法筛选#根

据不同情况联合
14ZQ1

法*

1//-

法对梅毒抗体检测#对于

避免梅毒的漏报*误报和诊治都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1//-

是目前公认的梅毒血清学确证试验#一

旦试验呈阳性反应后#即使经过治疗#也终身不会转阴)

1/3

/-

特异性好#灵敏度高#其缺点是试剂成本较高#操作比较麻

烦(

1/3N7TQ-

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操作简便#结果易于

判断#全自动或手工操作都可以保存读板后的原始数据等优

点#是大批量梅毒检测理想的筛查方法(

14ZQ1

检测的是反

应素#在梅毒感染的不同时期检出率差别较大)除二期梅毒检

出率高外#其他各期极易漏检出现假阴性)而且一些急*慢性

感染#结缔组织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一些疾病等都能产

生抗心磷脂抗体而导致假阳性)

14ZQ1

法试验虽具有操作

简便#快速#价格低廉的特点#但其灵敏度*特异性*符合率均低

于
1/3N7TQ-

法和
1//-

法)以上
(

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笔者

建议
(

种试验方法结合#合理应用能更有效地提高梅毒检测效

果)作者认为在进行大批量和高危人群梅毒筛查时
1/3

N7TQ-

法较好#在疗效监测过程中可采用
14ZQ1

法#对于潜

伏期梅毒和难以诊断的梅毒可采用
1//-

法确证#如能联合

筛选试验与确证试验#既可提高阳性检出率#又能观察疗效#有

利于梅毒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合理选用这
(

种不同方法平行

进行梅毒检测#将减少漏诊*误诊率#为梅毒的确诊提供参考依

据#并且在梅毒的发展*痊愈及药物疗效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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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在小儿支原体肺炎不同病理情况中的变化

钟巧玲"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花溪医院检验科
!

A***BA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

干扰素在小儿支原体肺炎中的变化以及相应的诊断作用$方法
!

收集该院共
:B

例急

性支原体肺炎患儿!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其分为重症肺炎和普通肺炎$经过治疗后!又收集其中的
B@

例作为恢复期

患儿样本$对其进行抽血并检测
&

干扰素的水平$同时收集
A*

例健康体检儿的血液标本!监测
&

干扰素水平作为

对照$结果
!

作者发现在肺炎急性期
&

干扰素的水平要远远高于恢复期和健康体检儿!而恢复期患儿的
&

干扰素

也有显著下降$此外!作者还发现重症肺炎患儿血清内的
&

干扰素也要明显高于普通症状患儿$结论
!

上述结果

提示!

&

干扰素在小儿支原体肺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其水平变化程度直接与肺炎的病程和病理严重程度

相关$这提示检查
&

干扰素作为重要的辅助检测手段!可以有助于提高早期诊断和病情预后判断$

"关键词#

!

小儿支原体肺炎%

!&

干扰素%

!

早期诊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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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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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中#最常见的便是支原体肺炎 $

S//

%#此病症在近年来有不断增高的趋势)由于小儿呼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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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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