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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梅毒螺旋体检测方法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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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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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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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

&*4LNM)+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梅毒螺旋体进行检测及鉴定!提高临床对其诊断$方法
!

用
&'()&

&

&**+

&

&*4LNM)+

对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大批量筛查的
.!0,

例标本中
/%

例阳性标本和
!#

例健康体检标本进

行检测!评价
.

种方法在临床诊断中的优缺点$结果
!

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筛出的
/%

例阳性标本中!

&**+

法

确认阳性
/!

例!符合率为
0%1#"2

'

&*4LNM)+

检出阳性
//

例!符合率为
0-1!"2

'

&'()&

检测出阳性
!.

例!符合

率为
-$1#-2

'

!#

例健康体检标本均为阴性$结论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也可用于大量标本筛查!对于检测和临床

诊断两种方法筛查血液的选择最好是用
LNM)+

或化学免疫发光分析结合
&'()&

进行判断!是较为理想的血清学

试验组合$

"关键词#

!

梅毒'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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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

#

#04"#-/4#,

!!

梅毒$

&*

%是由梅毒螺旋体$苍白螺旋体%引的慢性传染

病#也是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病率有逐渐

升高的趋势#由于具有传染性且危害性大#因此#实验室对梅毒

的诊断也显得尤其关键)梅毒诊断必须根据病史-临床症状-

体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慎重作出诊断)实验室

中梅毒血清学检查包括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和梅毒螺旋体

血清试验)前者用于临床筛选及判断治疗的效果(后者则主要

是确认试验#但是它不能判断治疗效果#因为一旦患上梅毒#即

使经过抗梅毒治疗以后#也可检出其特异性抗体#甚至可终生

检出阳性)不同的检测方法都具有其特殊的临床价值)实验

室如何更合理地选用检测方法#避免误诊-漏诊以及引起医患

纠纷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为此#作者就如何合理地-更好地

利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4LNM)+

%-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对梅毒辅助诊断进行探讨#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1$

!

材料
!

标本来源于本院
,#"#

年
"

!

/

月所有住院和门诊

$包括孕产妇产前检查%患者#共
.!0,

例(另外
!#

例是来自本

院健康体检者的血清标本)

$1/

!

试剂与仪器
!

&'()&

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提供-

&**+

试剂由日本株式会社生产-

&*4LNM)+

试剂由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试

剂由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以上试剂均在试剂

有效期内使用)国营华东电子管厂制造的
US!#$"

酶标仪-洗

板机-加样器为上海求精生化试剂仪器有限公司制造)

$1'

!

方法
!

采用性病研究实验室抗原重悬于含有特制的甲苯

胺红溶液中制成#在特制白色卡片上进行试验#以检测血清或

血浆用)定量试验时$血清用生理盐水做倍比稀释后再进行试

验%每次试验用专用滴管及针头垂直分别滴加
&'()&

试剂于

血清中并按每分钟
"##

转摇动
-H>A

后观察结果#本试验在

,$

!

,0Y

条件下进行)

$1'1$

!

&**+

!

用生物红细胞做载体吸附
&*

的粉碎物做抗

原检测血清中相应的抗体#并且它是使用将纯化的致病性梅毒

的精致菌株成分包被在人工载体明胶颗粒上#以减少生物学假

阳性的发生#虽然可发生非特异性凝集#但非常少见)

$1'1/

!

&*4LNM)+

!

用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混合抗原$

"%

-

.%a"#

$

%包被的微孔反应板和混合酶标记基因工程抗原$

"%

-

.%a"#

$

%及其他试剂制成#应用一步双抗原夹心法原理检测)

每次实验设空白对照
"

孔#阴-阳性对照各
,

孔#加样后
$%Y

孵育
/#H>A

洗板后加底物显色#用
.!#

"

/$#AHUS!#$"

型酶

标仪#先用空白校零#然后读取每孔吸光度值)

$1'1'

!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

用一步双抗原夹心免疫分析模

式#属于梅毒螺旋体抗原结合试验#使用多种
&*

特异性蛋白

抗原制备固相抗原#辣根过氧化物标记的相同蛋白作为标记抗

原与样品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形成双抗原夹心#洗涤后
!

!

$#

H>A

内测定其发光强度#根据临界值判断样品是否含有梅毒螺

旋体特异性抗体)

/

!

结
!

果

.!0,

例筛查标本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共筛查出
/%

例

阳性#检出率为
"1./2

#其中
/!

例
&**+

确认试验阳性#

,

例

&**+

确认试验阴性#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假阴性率为

,10-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与
&**+

符合率达到
0%1#"2

(

/%

例标本用
&*4LNM)+

检测后
//

例阳性#

"

例阴性#

&*4LNM)+

与
&**+

符合率达到
0-1!"2

(用
&'()&

检测则能检出
!.

例阳性#

"$

例阴性#

&'()&

与
&**+

符合率为
-$1#-2

(

!#

例

健康体检者血清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
&*4LNM)+

检测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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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

'

!

讨
!!

论

梅毒螺旋体存在于患者的血液或脑脊液中#在人工培养基

上不生长繁殖)梅毒可分为后天性梅毒和先天性梅毒#前者主

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后者从母体通过胎盘传给胎儿#也可经血

液传播)当人体感染梅毒以后#

$

!

/

周以后可在患者血清中

检查出两种抗体#一种是针对螺旋体抗原的抗体#另一种是针

对非螺旋体抗原的抗体)梅毒特异性抗体出现早-消失迟#即

便经过正规抗梅毒治疗#仍可检出其特异性抗体#甚至可终生

检出)抗
4&*

是诊断梅毒螺旋体感染的依据)临床梅毒检测

经常使用的血清学试验#分为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如

&'()&

%和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如
&**+

-

LNM)+

-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

使用梅毒螺旋体毒株制成抗原#检测血清中的梅毒

特异性抗体#特异性好-灵敏度高#已是目前公认的梅毒血清确

证试验#但试剂较贵#检测时需将标本进行系列稀释#检测时间

较长#不利于大批量标本检测#且以肉眼判断结果#所以结果的

判断常带有主观色彩#原始数据也无法保存)

&'()&

是梅毒

诊断的筛查而非确诊试验)

&'()&

检查的是人体内的反应

素#目前对反应素的来源尚有争议#多数人认为它是人体感染

梅毒螺旋体后组织受到破坏裂解出来的一种类脂成分#这种成

分与梅毒螺旋体的蛋白质结合#成为抗原#刺激机体产生抗类

脂质抗体即反应素*

"

+

)梅毒螺旋体破坏组织可使机体产生反

应素#而其他破坏机体的过程也可产生反应素#所以梅毒患者

&'()&

阳性#但
&'()&

阳性者并不一定感染梅毒螺旋体)

人体某些生理状态#如怀孕时#

&'()&

可以出现假阳性(患有

急性传染病#如风疹-水痘-病毒性肝炎-上呼吸道感染-肺结

核-肺炎-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等疾病时#

&'()&

也可以呈

假阳性(许多慢性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

性心脏病-肝硬化-干燥综合征-慢性肾炎和海洛因成瘾等#

&'()&

同 样 也 可 以 呈 假 阳 性)因 此#不 能 单 独 根 据 因

&'()&

阳性诊断梅毒#而应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并密切随

访)曾有报道#

&'()&

在
&

期梅毒-

'

期梅毒的检出率非常

高#高达
0!2

以上*

,

+

(

&'()&

在
&

期梅毒早期和晚期梅毒-晚

期潜伏梅毒及治疗后梅毒可呈阴性#在
&

期潜伏期及晚期梅毒

中检出率为
!-2

!

-!2

*

$

+

)由于各科室住院患者
$

期梅毒-

隐性梅毒较多#

/!

例
&**+

检测阳性病例中
""

例可能为晚期

梅毒或潜伏期隐性梅毒#从而用
&'()&

测出为阴性)故用

&'()&

作为大批量标本的筛查#将造成漏诊-误诊以及引起

医患纠纷等#所以
&'()&

不适合于大批量标本的筛查#但是

&'()&

可进行定量或滴度的测定#目前阶段主要依靠

&'()&

的滴度变化来判断疗效更为安全可靠)

&*4LNM)+

是

利用基因重组工程合成抗原#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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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异性-灵敏度与

&**+

相近#符合率为
0-1.-2

#与周君霞和巫翠云*

.

+的报道

相似)早期的
LNM)+

采用间接法测定相应的特异抗体)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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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M)+

的测定敏感性亦高于
&**+

等方

法)此外#

LNM)+

还具有简单-快速和高通量的优点#是梅毒

血清学诊断试验的首选方法)但其检测的是梅毒
M

@

O

和
M

@

S

的混合抗体#梅毒
M

@

S

抗体治愈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较

高的阳性率#甚至终生阳性#因此#

&*4LNM)+

阳性只能说明正

处于感染期或曾经感染过#不能判断梅毒病毒活动与否#所以

不能作为疗效监测手段)

&*4LNM)+

试剂成本低#操作方便#

可使用全自动或半自动酶标仪#原始数据易于保存#是大批量

标本梅毒筛查的理想方法)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方法#其原

理采用一步双抗原夹心免疫分析模式#它属于梅毒螺旋体抗原

结合试验#也是检测血清中的梅毒特异性抗体#其灵敏度-特异

性与
&**+

也相近*

!4/

+

)临床大量试验显示#此法在临床上也

可用于大量标本筛查#其特异性和灵敏度也相当的高#也是个

首选的筛查方法)患者标本单一方法检测#漏检的机会较大#

&'()&

存在不同水平的假阳性#从医疗单位避免医疗纠纷和

患者减少心理压力及家庭矛盾
,

个方面考虑#标本的检测最好

采取
LNM)+

或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
&'()&

两种方法筛

查#阳性标本再用
&**+

进行生物学假阳性鉴别)

&**+

特异

性好#适合用于梅毒筛查后阳性标本的确证#不宜作为梅毒筛

查及疗效判断)血液筛查从包括血液的安全性-操作的方便性

和经济性
$

个方面考虑#双法筛查血液的选择最好是
LNM)+

或化学免疫发光分析法结合
&'()&

进行判断#是较为理想的

血清学试验组合)

因此#临床应该同时检测非特异性抗类脂质抗体和特异性

抗
4&*

来确诊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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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通过本试验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实

验室合理地选用
.

种不同检测方法进行梅毒检测#将减少漏

诊-误诊#为临床梅毒分期的确诊提供全面的参考依据#并且对

判定梅毒的发展-痊愈及判断药物的疗效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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