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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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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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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晋捷#曾祥福#刘晓平#等
6

凋亡抑制蛋白
PLJCACAB

在胃

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b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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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

%<9"?%<9:6

+

%9

,刘爱群#葛莲英#罗元#等
6

胃癌变过程中幽门螺杆菌感染

与凋亡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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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幽门螺杆菌
&/0>5

端片段通过

线粒体途径诱导
T)P?%

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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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检测的报告方式

杨凤梧"淄博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检验科!山东淄博
!

$""%$#

$

!!

"关键词#

!

医疗纠纷'

!

梅毒'

!

检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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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S

文章编号$

%!:$?79""

"

$#%$

$

#!?#:!#?#$

!!

近年来#随着医疗纠纷的不断增多#实验室安全问题越来

越突出*很多实验室出具的梅毒检验单都是梅毒阳性或阴性#

没有注明方法*用于梅毒血清学检验的方法较多#根据抗原不

同分为两类*$

%

%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试验!试验使用的抗原

是从牛心肌中提取的心磷脂)胆固醇和纯化的磷脂酰胆碱$卵

磷脂%组成#即类脂质抗原#用于对梅毒的筛查#主要有性病研

究实验室试验$

&aYZ

%)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PY

%)甲苯

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Y=P(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

验$

Y[Y

%#可用作临床筛选#并可作定量#用于疗效观察+

%

,

*

$

$

%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包括荧光密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

$

W(>?>SP

%)梅毒螺旋体血细胞凝集试验$

([3>

%)密螺旋体

颗粒凝集试验$

([[>

%)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

(['

%)梅毒螺旋

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Z'P>

%等*这类试验特异性高#主

要用于确认试验*本实验室利用
(=YP(

)

([?)Z'P>

)

([[>

联合用于梅毒检测#现将作者的体会总结出来#与同行分享*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本科室检测了
:9##

例标本#通过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Z'P>

%)

(Y=P(

)

([[><

种方法的比较#作者认

为
)Z'P>

最灵敏#可以用
)Z'P>

过筛#

)Z'P>

阳性者同时做

(Y=P(

)

([[>

两种试验#

<

种试验结果同时报#

)Z'P>

过筛

阴性者#报
([?)Z'P>

阴性*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7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科

室对
:9##

例手术前及输血患者做梅毒检测*

$6/

!

试剂与仪器
!

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断试剂盒

由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

盒$酶联免疫法%由厦门新创公司和潍坊三维公司提供#

([[>

试剂盒由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生产*

([?)Z'P>

使用仪器!赛

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U*<

全自动酶标分析

仪和
U*$?

洗板机*

(Y=P(

使用仪器!江苏省姜堰市天力医

疗器械公司生产的
(Z?$###>

型梅毒自动旋转仪*

$6'

!

方法
!

按照
(Y=P(

)

([?)Z'P>

和
([3>

相应的检测方

法#并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操作步骤#在试剂效期内使用*

/

!

结
!!

果

:9##

例标本#共检测出
<

例
(Y=P(

阳性和
!<

例
([[>

阳性者#

7!

例
)Z'P>

阳性*

<

例
(Y=P(

阳性标本#

$

例滴度

为
%k8

#

%

例为
%k%!

#

)Z'P>

与
([[>

均为阳性(

!<

例
([[>

阳性标本中
)Z'P>

均为阳性#

(Y=P(

都是阴性#

<8

例滴度
%

k8#

#

$%

例滴度
%k%!#

#

9

例滴度
%k<$#

(所以日常工作中#作

者用
([?)Z'P>

做筛查#阳性者再同时做
(Y=P(

和
([[>

#

(Y=P(

和
([[>

报告滴度#报告单上#

<

个实验结果同时报#

供临床医生参考*

'

!

讨
!!

论

虽然很多文献报道
([[>

是确认实验#但由于抗原)抗体

反应的血清学试验方法的检测灵敏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

本试验检测结果只能提示血清或血浆中有无梅毒螺旋体抗体

存在#而不能作为临床诊断的惟一标准+

$

,

*服用了含有免疫球

蛋白血液制剂的患者血液样本中#可能因服用的制剂而呈阳性

反应#做出准确判定还要结合其他试验*对于
)Z'P>

阳性而

(=YP(

和
([[>

均阴性者#应通知患者定期复查*只要

)Z'P>

阳性#就同时做
(Y=P(

和
([[>

#将
<

种结果同时报

告#并及时与临床联系*现在临床输血和手术患者都要求检查

梅毒#如果报告不严谨#会引起医疗纠纷*有时医生过于依赖

检查结果#而不全面分析#一看到阳性结果#就认为患者是梅毒

患者#给患者造成很大压力*

近年来#梅毒发病率逐渐增多#由于其具有传染性且危害

性大#对梅毒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就非常关键#临床对实验

室的报告越来越重视*梅毒属于一种性传播疾病#病原体为苍

白亚种#又称为梅毒螺旋体#它主要通过性接触直接传染#接

吻)手术)哺乳)输血接触污染物#也可被传染#患梅毒的孕妇可

通过胎盘感染胎儿#早期可致胎儿流产)早产#晚期感染的成活

胎儿可患先天梅毒*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可产生多种抗体#主要有
'

F

U

)

'

F

T

类两种特异性抗梅毒螺旋体抗体#

'

F

U

抗体持续时间短#

'

F

T

抗体可终生存在#但抗体浓度一般较低#不能预防再感染*

非特异性抗体是由螺旋体破坏的组织细胞所释放的类脂样物

质以及螺旋体自身的类脂和脂蛋白刺激机体产生的
'

F

U

)

'

F

T

类抗体#这种抗体也可在非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多种急慢性疾病

患者的血液中检出+

<

,

*梅毒病程分为三期#一期梅毒$初期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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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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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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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侵犯生殖器和皮肤黏膜#最后形成下疳*二期梅毒全身皮

肤黏膜出现梅毒疹#全身淋巴肿大#有时侵犯骨)关节)眼和神

经系统*三期梅毒$晚期梅毒%晚期侵犯全身各器官#并表现多

种多样的症状和体征#病变几乎累及全身各个脏器*机体感染

梅毒螺旋体后#感染后病程的不同机体产生的抗体也不同*一

期梅毒抗体主要是
'

F

U

型#二期梅毒抗体有
'

F

U

)

'

F

T

型#三期

梅毒抗体主要是
'

F

T

型*由于梅毒患者在不同分期梅毒抗体

出现早晚有差异#故临床应同时检测梅毒非特异性抗体与特异

性抗体#以防止梅毒患者的漏诊*

([?)Z'P>

是利用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混合抗原包被在

微孔滴定板上#检测血清中的梅毒特异性抗体#是诊断梅毒螺

旋体感染的依据之一*早期的
)Z'P>

试验采用间接法测定相

应的特异抗体*近些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对梅毒螺旋体表面脂蛋白抗原的核苷酸序列的了解#采用基因

工程的方法#在体外表达得到了梅毒螺旋体的相应特异基因工

程抗原#这种抗原较之从整个梅毒螺旋体经超声波裂解所得抗

原要纯得多#大大提高了测定的特异性#并且
)Z'P>

的测定敏

感性亦高于
([[>

等方法*此外#

)Z'P>

还具有简单)快速和

高通量的优点#应是梅毒血清学诊断试验的首选方法*但其检

测的是梅毒
'

F

U

和
'

F

T

的混合抗体#梅毒
'

F

T

抗体治愈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较高的阳性率#甚至终身阳性#因此#

([?)Z'P>

阳性只能说明正处于感染期或曾经感染过#不能判

断梅毒疾病活动与否#所以不能作为疗效监测手段*

梅毒诊断要根据病史)临床症状)体检及实验室检查等进

行综合分析#慎重作出诊断*实验室应该同时检测非特异性抗

类脂质抗体和特异性螺旋体抗体来检测梅毒*梅毒血清学检

查是诊断梅毒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惟一依据#医生应在掌握了

患者的个人生活史及体检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梅毒血清学检测

结果#排除假阳性)假阴性情况#作出正确的诊断*由于梅毒属

于性传播疾病#有些患者治愈后隐瞒病情#造成试验结果与实

际不符*由于各个实验室所选用的实验方法不一#灵敏度不一

样#结果会不一样*从本实验结果看#

)Z'P>

最灵敏#用它过

筛最好#可减少漏诊)误诊#报告结果时应将各试验方法同时

报#为临床梅毒诊断提供全面的参考依据#特别在医疗纠纷不

断增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证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应该经常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本科室对梅毒检

测
<

种试验都报告#检测的
([?)Z'P>

阳性标本是用两种试剂

来比对的#结果一致#对于
)Z'P>

阳性)

(Y=P(

和
([[>

同

时阴性的结果#所占比例很高*

实验室应不断完善每个项目检测的可靠性#尽可能为临床

提供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检验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每个项目

不可能都做到这一点#临床医生会根据实验室的结果做出诊

断#但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只能供临床参考*不能片面夸大实验

结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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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是西门子公司推出

的一款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免疫分析仪#利用化学发光和磁

性微粒子分离技术#广泛用于内分泌激素)过敏原)心肌标志

物)肿瘤标志物)贫血系列等重要指标的测定+

%

,

*仪器自带冷

藏系统可长久保存试剂#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更换试剂及消耗

品#具有随机)持续)急诊功能*本科室已安装使用一年多#在

日常维护和标本检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报警以及处理方法介

绍如下*

$

%

%故障代码
9##%<#92/1DJJDEDJCA,JH,N

储水瓶低和

!##%<%# 2/1DJEDBE,JDJJ,J

水瓶传感器错误#导致日保养

失败*

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可能原因$

%

%水桶未连接或已空(

$

$

%打水泵)传感器)配件及管路损坏漏气或未连接正确($

<

%储

水瓶未安装好等*储水瓶具有两根长短不一的玻璃棒作为液

面传感器#当长玻璃棒露出液面时#水泵会自动加水#当短玻璃

棒浸入液面时#水泵停止工作#从而保证了储水瓶中一定的储

水量*最初观察控制液面检测器的电路板#发现两根玻璃棒连

接的指示灯不能及时反映液面的变化#认为可能是玻璃棒传感

器有问题需要更换*但是更换之后问题依然存在#且在供给状

态上显示
E/-

.

HAB

F

E1,

.

DI

*后经过反复观察#在拉动前面分配

器处#偶尔发现传感显示正常*发现问题出在连接传感的线路

松动造成液面检测失灵*重新处理连接传感的线路后#故障

解除*

$

$

%故障代码
!###7%<>E

.

AJ/1Dg 2/EG

!

aAE

.

DBED%IA?

HL1DJAE,MMHABD

分配口
%

稀释器离线和
!###7$">E

.

AJ/1Dg

2/EG

!

YDELE

.

DBIIAHL1DJAE,MMHABD

二次循环稀释器离线#导致

检测系统和管路系统均出现故障*

仔细查阅该报警的解决方案#其解决方向是复位过程中发

生错误#当防止分配口和二次循环稀释器恢复时或遇到错误的

极限位置*逐一分析并排除了部分可能原因$如!供水部分管

路连接有误)储水瓶传感器失灵)管路进人气体)水泵失灵等%#

又结合去离子水和清洗液的用量极不正常#考虑到仪器安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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