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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在酶标仪

应用中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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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在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

采用
<2!)Z

半自动酶标仪及配套的洗板机!以天津市临检中心提供的质控血清为参照!使用上海科华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酶免疫

检测试剂盒!对阳性标本采用胶体金快速吸附法同时检测!对同一标本!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温度下采用半自动酶标

仪及肉眼判读&结果
!

酶标仪判读阳性率高于肉眼判读!同时高于胶体金快速吸附法&结论
!

酶标仪检测结果优

于肉眼判读结果!洗板机洗板优于手工洗板!但应选择合适的洗板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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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Q!Y

&是
"899

年被鉴定出的一种非甲非

乙型肝炎的主要病原体#感染呈世界性分布+

"88"

"

"88&

年

调查表明#我国
Q!Y

感染属中,高流行区#全国有
1'''

万

Q!Y

携带者#平均感染率为
#%$7

+特别是
"88&

年前后我国

部分省份因单采血浆交叉感染#导致献血者中发生丙型肝炎暴

发流行#抗
,Q!Y

阳性率高达
9'7

)

"

*

+目前#抗
,Q!Y

检测试

剂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5PO)

&试剂盒+其质量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其病毒的检出#关系到输血的安全)

$

*

+目前已经发

展到第
#

代产品#检测的特异性和灵敏度都比较高)

#

*

+本文就

25PO)

和胶体金法两种检测抗
,Q!Y

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对

比#对酶标仪的应用以及规范的洗板操作进行探讨#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样本为本院住院患者
$9'

例#以天津市临床

检验中心提供的质控血清$抗
,Q!Y$3GH

"

45

&为对照者+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上海科华抗
,Q!Y

诊断试剂盒$酶免

疫试剂盒&%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胶体金吸附

试剂盒#按照说明书严格操作%采用
<2!)Z

半自动酶标仪+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空腹取静脉血
145

#以
#'''

K

"

4F3

离心
"'4F3

#分离血清#采用
25PO)

进行抗
,Q!Y

检测#

阳性者再用胶体金法复检+各种方法均严格按照试剂盒内说

明书操作和判读结果+

/

!

结
!!

果

$9'

份临床标本中#采用
25PO)

检测
1&

份阳性#只有
)

"

.L

值大于
9%'

的
#9

份标本中采用胶体金吸附法检测为阳性%

而
)

"

.L

值为
"%'

"

$%&

的
6

份标本采用胶体金吸附法检测为

阴性+手洗
&

次静置
&+

#酶标板较为干净%机洗
#

次易出现假

阳性%机洗
&

次可达手洗
&

次标准#若先甩去酶标板内血清与

酶结合物#用手拍干酶标板#静置
&

"

"'+

#效果较理想+采用

目测法一般颜色较浅的容易漏报+胶体金法检测抗
,Q!Y

与

25PO)

相比较#胶体金法敏感性为
91%17

#特异性为
"''%'7

+

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抗
,Q!Y

结果

胶体金法
25PO)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9 ' #9

阴性
6 $#& $1$

合计
1& $#& $9'

'

!

讨
!!

论

丙型肝炎是由
Q!Y

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

染性疾病#可以对肝脏组织进行持续性破坏)

1

*

+至于引起肝损

害的机制#目前认为可能是通过激活病毒特异性细胞毒性
<

细胞而引起肝损伤#也可能是通过非特异性炎性反应细胞释放

细胞因子#特别是
-

干扰素而引起肝损伤)

&

*

+丙型肝炎主要是

经血液和血液制品传播#引起慢性肝炎或发展为肝硬化及肝

癌+因此#建立一种针对丙型肝炎的具有较高灵敏度,特异性

和稳定性的检测方法#对丙型肝炎感染早期诊断与治疗具有重

要意义+

本试验采用手洗与机洗酶标板#对抗
,Q!Y

阳性判断有重

要指导作用+手工洗板污染大#速度慢#受操作人员主观影响#

但拍板干净%机器洗板对实验室污染小#工作量小#速度快#注

液量及静置时间可设定#稳定性强#但板内有残余试剂#洗板后

手工拍板#可减小误差+

本试验
25PO)

检测
)

"

.L

值大于
9%'

的阳性标本可能感

染
Q!Y

的时间长#病毒含量高+

Q!Y-Z)

的存在是
Q!Y

在体内活动最直接的指标#有利于
Q!Y

感染的早期诊断+文

献)

:

*报道#只有当
Q!Y-Z)

浓度较低时#只能用核酸方法

检测#

Q!Y-Z)

载量小于
9̀ "'G=

BD

"

45

的血清其抗
,Q!Y

的
#

值也处于最低临界值#此时
)

"

.L

值较低+而
)

"

.L

值在

"%'

"

$%&

的标本可能处于窗口期#平均约为
6'>

#病毒含量

低#胶体金吸附法检测和
25PO)

检测抗
,Q!Y

均具有较高的

敏感性#但胶体金法敏感性较低#有可能出现假阴性+因此胶

体金吸附法只能作为参考+

目测法受主观影响大#弱阳性标本易漏报#不能开展定量

检测#室内质控无法开展%酶标仪不受操作人员主观控制#灵敏

度高#能开展质量控制#能完整保存临床资料+对抗
,Q!Y

检

测阳性的标本最好使用两种以上不同厂家试剂进行复验#如果

都阳性#才可以判断为
Q!Y

感染+

25PO)

检测法由于操作过

程中影响因素多#在标本量少的时候不易进行质量控制#适合

于大批量标本的检验+胶体金法由于每人份试剂均进行独立

包装#且均带有质控带#操作简单,快速#适合于标本量少的基

层医院的检验#但由于其敏感性较其他方法低#因此#当临床高

度怀疑而胶体金法检测抗
,Q!Y

阴性时#需进一步用
25PO)

检测或直接到上级医院做病毒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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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培养和需氧培养在血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邱善敏!张险峰!沈春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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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厌氧培养和需氧培养在血培养中分离菌阳性率的差异&方法
!

采用全自动血液培养仪

"

(CG<

(

)52-<#V

%进行需氧和厌氧培养并分离菌株&厌氧培养分离的菌株均做耐氧试验&结果
!

$'"'

年
$

"

&

月
&8"

份标本共检出
9"

株细菌!阳性率
"#%6"7

"

9"

(

&8"

%!其中需氧培养检测出的细菌为
&9

份!阳性检出率为

8%9"7

"

&9

(

&8"

%!厌氧培养检测出
61

株细菌!阳性检出率为
"$%&$7

$细菌检出最早时间为
$*

&

9"

株细菌中
$1*

内检出
&9

株"

6"%:'7

%!

$1

"

19*

检出
"6

株"

$'%887

%!

19*

以后检出
:

株"

6%1'7

%&结论
!

对于血"体%液标本

应同时做需氧和厌氧培养!以提高临床细菌的阳性检出率&

"关键词#

!

厌氧培养$

!

需氧培养$

!

细菌$

!

阳性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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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

!!

近年来#尽管血培养厌氧菌各地报告结果不同#但由于厌

氧菌的耐药性问题和血培养技术的不断改善#分离率已出现上

升趋势#血培养厌氧菌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韩国报道
"

岁以下

儿童
"861

"

"89#

年脆弱拟杆菌菌血症为
"%&7

)

"

*

#

"891

"

"88#

年上升至
1%'7

"

6%'7

%儿童和成人厌氧菌菌血症同期

则由
$%67

上升
:%17

+

$''1

年西班牙
-HFR,XFCK>F3

和
Z=

/

H,

?KC>=)+?3+F=

)

$

*报道#

"89&

"

"89:

年厌氧菌菌血症为
1%$17

#

而
"88:

"

"886

年则上升至
&%'97

+美国
"891

"

"88$

年的血

培养结果分析也呈类似现象)

#

*

+国内尚缺乏完整,系统的血培

养厌氧菌流行病学资料#但相关文献报道也呈现较高比例+如

黄晓元等)

1

*对烧伤患者血培养分析显示#厌氧菌败血症占

$'%17

+董庆元)

&

*对儿童医院败血症患儿厌氧血培养
:#8

例分

析显示#单纯厌氧菌感染占
1%97

#复合感染厌氧菌占
#%"7

#合

计厌氧菌阳性率达
6%87

+在综合性医院血培养中厌氧菌也占

有一定比例#如北京医院张秀珍等)

:

*对
"9''

份血培养分析#厌

氧菌分离率$拟杆菌属和无芽孢革兰阳性菌&占
97

+为此本文

以
&8"

份全血及骨髓等无菌体液标本为例#研究厌氧培养和需

氧培养在血培养中分离菌阳性率的差异#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住院及门诊患者送检的血培养标本
&8"

份#其中血液

$含骨髓&标本
&9'

份#胸腔积液和腹腔积液,脑脊液等其他体

液标本
""

份+每份同时做了需氧和厌氧培养+

$%/

!

仪器
!

全自动血培养仪
(CG<

"

)52-<#V

,全自动细菌

鉴定仪
YP<2]$,!=4

B

CGE

和厌氧培养缸及耗材均为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产品#

!j

$

孵育箱
Q?CA_=KG?

为上海力申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产品#普通孵育箱为上海森信实业仪器公司产的

X-.,8":'

型+

$%'

!

培养基
!

血培养瓶$包括需氧培养瓶和厌氧培养瓶&为仪

器配套的一次性全封闭专用血培养瓶+需氧和厌氧培养的培

养基均采用郑州安图生物公司生产的哥伦比亚血平板,巧克力

平板和专用厌氧培养平板+

$%1

!

方法

$%1%$

!

细菌培养
!

以无菌方式采集血液等标本
&45

#按

(CG<

"

)52-<#V

操作程序直接上机培养监测+该仪器温度

保持在
#&%&T

#每
"&4F3

自动监测
"

次#以培养基内荧光剂

分解造成荧光值下降来指示细菌生长#经计算机判读给出阳性

信号#阳性者取出分别转种至相应培养基#

#&T

做厌氧或需氧

培养#

$1

"

19*

分离菌株$巧克力平板需放置
!j

$

孵育箱,厌

氧培养分离的菌株均做耐氧试验&#

6>

未提示阳性者发无菌

生长报告+

$%1%/

!

细菌鉴定
!

分离纯化的细菌首先进行革兰染色#然后

分别采用
YP<2]$,!=4

B

CGE

的相应鉴定卡并结合传统手工方

法鉴定到种+

/

!

结
!!

果

/%$

!

阳性率及检出阳性时间
!

用
(CG<

"

)52-<#V

全自动血

培养仪检测
&8"

份血培养标本#一共分离出
9"

株细菌#阳性率

"#%6"7

$

9"

"

&8"

&#需氧培养检测出的细菌为
&9

株#阳性检出

率为
8%9"7

$

&9

"

&8"

&#其中需氧培养阳性#厌氧培养阳性
&"

株#占
:#%67

$

&"

"

9"

&#需氧培养阳性#厌氧培养阴性
6

份#中

9%:17

$

6

"

9"

&%厌氧培养检测出
61

株细菌#阳性检出率为

"$%&$7

$

61

"

&8"

&#其中需氧培养阴性#厌氧培养阳性
$#

份#占

$9%1'7

$

$#

"

9"

&#厌氧培养阳性#需氧培养阳性
&"

份#占

:#%67

$

&"

"

9"

&+

9"

份阳性者细菌最早检出时间为
$*

#

$1*

内检出细菌
&9

株$

6"%:'7

&#

$1

"

19*

检出
"6

株细菌

$

$'%887

&#

19*

以后检出
:

株细菌$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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