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经保守治疗无效#对传统开放手术存在恐惧而对椎间盘

镜又持怀疑态度#所以对这类患者的心理护理就显得特别必要

和重要)他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针对患者的不同心理特

点#正确运用开导性语言#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手术的方法与传

统开放手术相比所具有的特点#同类患者康复的经验#使患者

及家属消除顾虑及恐惧心理#增强患者对手术的信心#主动配

合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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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合理方法进行梅毒检测工作

邵舜莉"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B*

#

!!

"摘要#

!

目的
!

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法"

14ZQ1

#和酶联免疫双抗原夹心法"

1/3N7TQ-

#先对标本中梅

毒螺旋体抗体进行筛查!阳性标本再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试验法"

1//-

#进行确认!探讨这
(

种方法在梅毒筛查

及确认工作中的合理应用情况$方法
!

)*'*

年度本实验室共计
B(:*

例标本!同时用
14ZQ1

法和
1/3N7TQ-

法

进行筛查!阳性标本均用
1//-

法复检!再结合临床诊断确认结果$结果
!

14ZQ1

法筛选出的阳性标本为
AC

例!

经
1//-

法复检确认
AA

例为阳性!

A

例为假阳性!另有
''

例假阴性标本未测出%

1/3N7TQ-

法筛选查出阳性标本为

BB

例!经
1//-

法复检确认为
BA

例阳性!

'

例假阳性!

'

例标本因显色浅而判断为假阴性$

1//-

法共复检
,*

例!

初筛阳性标本确认为
BB

例!经结合患者的临床诊断情况!

BB

例标本完全符合$结论
!

这
(

种方法操作简便!结果

易判断!对实验室条件及设备要求不高!适合基层医院开展!但
1//-

法成本较高!不宜为所有标本全部做检测$

为防止梅毒螺旋体感染者的漏报&误报!该科室选用先筛查再确认的工作模式$

"关键词#

!

梅毒螺旋体抗体%

!

血清学试验%

!

筛查%

!

确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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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CC3*'

!!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传播疾病#近

年来#在我国发病率增长快速)本院根据当前该病的发展情

况#决定为临床术前准备*孕产妇*输血前以及到皮肤科做相关

诊疗的患者#开展梅毒检测工作#尽可能地筛查出感染者#一方

面积极为其治疗#另一方面在医疗过程中采取防范措施#避免

造成院内交叉感染+

'

,

)本科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选用
(

种血

清学试验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先用试剂成本较低#而试验原

理不同的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法$

14ZQ1

%法和
N7TQ-

法同时对全部标本进行筛查#对每种试验方法测出的单独阳性

和共同阳性的样本#再用成本较高*但特异性及敏感性高的梅

毒螺旋体明胶颗粒试验法$

1//-

%法确认实验进行复检#并结

合患者临床实际情况进行最后核准#这样就有效地防止对感染

者的漏报*误报等情况发生)

$

!

材料与方法

$8$

!

样本来源
!

)*'*

年
'

!

')

月全年共计
B(:*

例需做梅毒

螺旋体抗体检测的标本)

$8/

!

试剂
!

14ZQ1

法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1/3N7TQ-

法检测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质控血清$

)X!Z

%一并由万泰公司提供(

1//-

法试剂$日本

富士株式会社%)仪器!

S[3)

洗板机#

S[3(

酶标仪$上海雷勃

公司%)

$8'

!

方法

$8'8$

!

抽取待测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J7

#分离血清)在每

一工作日内的全部标本均用
14ZQ1

法和
1/3N7TQ-

法进行

筛查#阳性者再用
1//-

法复检)

$8'8/

!

各实验操作步骤及结果判断均按各自试剂盒内的使用

说明进行操作)

$81

!

统计学方法
!

标本结果的统计学处理采用
!

) 检验#以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B(:*

例血清标本中#

14ZQ1

法筛查出
AC

例阳性标本#

B())

例阴性标本(

1/3N7TQ-

法筛查出
BB

例阳性标本#

B('B

例阴性标本(这两种方法共同阳性标本为
A(

例#共同阴性标本

共
B('*

例)经
1//-

法复检
14ZQ1

法筛出的阳性标本为

AA

例阳性#

A

例假阳性(复检
1/3N7TQ-

法筛出的阳性标本为

BA

例阳性#

'

例假阳性)

1//-

法复检单独阳性及共同阳性标

本共计
,*

例#确认其中
BB

例标本为阳性#包括两种方法共同

阳性的
A(

例标本#

14ZQ1

法单独阳性
'

例#

1/3N7TQ-

法单

独阳性
''

例#经回访临床患者病程#全部确认这
BB

例病例确

为梅毒螺旋体感染者)

表
'

!

B(:*

例标本筛选结果比较

方法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V

% 共同阳性 共同阴性 单独阳性

14ZQ1 AC B()) *8C@ A( B('* B

1/3N7TQ- BB B('B '8*) A( B('* ')

!!

注!以
!

)检验计算#

14ZQ1

法和
1/3N7TQ-

法筛查结果一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

'

!

讨
!!

论

14ZQ1

法的实验原理为检测梅毒螺旋体感染机体产生

的非特异性抗类脂质抗体)该抗体是螺旋体宿主细胞释放的

类脂质物质#螺旋体释放的自身脂蛋白样物质和心磷脂等靶抗

原通过机体免疫所产生#该抗体出现时间较特异性抗体晚#所

以会出现假阴性结果#并且受其他疾病导致机$下转第
A@)

页%

-

CC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胞悬液
,**J7

#血浆
)**J7

)手术到结束时出血约
B**J7

#

查血气
5M,8A

#已输入红细胞悬液
')**J7

#期间患者生命体

征平稳#现输注最后一个红细胞悬液
)**J7

时#发现患者前

胸*腋下及腰部出现红色斑丘疹#血压持续下降到
:*

"

(*

JJ5

=

#气道压力
(B?J5

)

^

)

$8'

!

抢救过程
!

医生诊断为红细胞悬液引起的严重过敏反

应#遵医嘱立即停止输血#换输液器输入复方氯化钠注射液#给

予肾上腺素
)*

#

7

#同时配成
'J

=

"

B*J7

#以
)*J7

"

0

持续静

脉泵入#血压维持至
')*

"

C*JJ 5

=

#心率
'(*

次"分#给予氢

化可的松
'**J

=

"

B**J7

电解质静脉滴注)

)*J&$

后皮疹明

显消退#生命体征平稳)由于病情发现及时#处理得当#患者恢

复良好#无后遗症发生)

/

!

护
!!

理

/8$

!

预防
!

$

'

%正确管理血液和血制品($

)

%选用无过敏史的

供血者($

(

%对有过敏史的患者#输血前根据医嘱给予抗过敏

药物)

/8/

!

处理
!

根据过敏反应的程度给予对症处理)$

'

%轻度过

敏者#减慢输血速度#遵医嘱给予抗过敏药#如苯海拉明*异丙

嗪或地塞米松#用药后症状可减轻($

)

%中*重度过敏反应#应立

即停止输血根据医嘱皮下注射
'i'***

肾上腺素
*8B

!

'J7

或静脉滴注氢化可的松或地塞米松等抗过敏药物($

(

%给予氧

气吸入#严重水肿者行气管切开($

A

%监测生命体征变化)

'

!

体
!!

会

'8$

!

术中输血过敏反应不容易被及时发现#因患者在术中全

身被无菌巾覆盖#皮肤出现荨麻疹不可能被及时发现#而眼睑

轻度水肿也往往不会引起注意)再者术中出血常常给予血压

下降判断假象)据以上特点#巡回护士应在术中输血时密切观

察患者的血压*心率*心律*氧饱和度的变化情况#一旦出现血

压下降#加快速度输血而未提升血压#就要考虑到是否有输血

过敏反应#要及时进一步检查全身及眼睑是否有荨麻疹和水

肿#并作出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及时执行医嘱#做好各种应急情

况的处理)

'8/

!

术中输血对观察患者有一定的难度#时间长#出血比较

多#手术室护士必须密切注意手术进行情况#患者生命体征和

出血情况#及时供应术中所需物品#配合医生抢救)术中遇到

输血时#应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安全输血#开始输血速度要慢#

先观察
B

!

'*J&$

#无过敏反应后#根据医嘱再调节速度)本例

发生血压下降#皮肤呈红疹前
)J&$

才输注了
'

个单位的红细

胞#所以护理人员要掌握术中应急处理的措施#在全身麻醉及

手术的情况下#容易将输血过敏反应相混淆而延误诊断与处

理#因此对术中需要输血的患者术前访视及过敏史的评估工作

十分重要#对术中输血的患者应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皮肤的一

般情况*气道压力的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麻醉师#准备抢

救药品和器械#配合医生进行抢救#做好记录)

'8'

!

准备好充足的抢救器材*物品*药品#定点放置#专人管

理#定期检查*检修*消毒*用后及时添加#保证抢救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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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生抗类脂质抗体的交叉影响#会出现假阳性结果)但是观

察其滴度的变化可作为对梅毒治疗效果的观察+

)

,

)在单独
B

例
14ZQ1

阳性者中#

)

例为严重类风湿患者#

'

例为重度脂血

者#

'

例晚期癌症患者#

'

例为
(

期梅毒治疗者$

'iC

%#另有
''

例假阴性标本)

1/3N7TQ-

法和
1//-

法#均为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血

清学实验#对抗体的
T

=

S

和
T

=

"

均能检测)其差别在于
1/3

N7TQ-

法是以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清中梅毒特异性抗体#显

色后#以酶标仪记录每份标本
6̂

值数据#通过与
!F><II

值比

较判断阴阳性#该方法不但能对实验数据进行保存#还能在实

验过程中随带质控品测定#建立质控图以评价实验结果#成为

梅毒血清学实验的首选筛查法+

(

,

)但是该方法在实验过程中

易受到外界温度高低*温育时间长短以及杂质污染等因素影

响#而干扰后的显色深浅#使
6̂

值读取产生误差)假阳性的

'

例标本就是在加入底物显色时不慎落入细小纸屑导致显色

加深#判定为阳性#而
'

例假阴性标本却因显色过浅#

6̂

值未

超过
!F><II

值而判定为阴性)

1//-

法以纯化的致病性密螺旋体抗原致敏惰性人工明

胶颗粒#其结果稳定#据丁双双和沈霞+

A

,报道其敏感性和特异

性可达
@,V

!

@@V

#对梅毒早期感染的确诊有重要意义#且操

作简便#肉眼即可判断结果#成为各实验室公认的梅毒血清学

确认试验)本试验以
1//-

法确认的
BB

例阳性标本和临床

符合率为
'**V

)

分析
)*'*

年的梅毒检测工作#采用
N7TQ-

和
14ZQ1

法

作为筛选试验#其筛查结果具有统计学一致性$

!

#

*8*B

%#并

且又以各自实验方法的差异性#对各阶段的梅毒感染血清均能

筛出#使本科在最大层面上防止了对梅毒感染者漏报现象的发

生#用
1//-

法复检的结果结合临床调查作为最终确认#又使

临床工作做到了无误报)这
(

种实验方法操作方便#结果易判

断#对实验室的条件及仪器设备均无特殊要求#先筛查再确认

的工作模式也非常适标本量大的基层医院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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