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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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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化学发光"

ZVW-

%法与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FF-

%对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

的应用价值&方法
!

采用
ZVW-

法对患者血清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收集阳性血清标本
'"(

例!阴性血清标本

*%

例!用
/FF-

进行确认$根据测定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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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将标本分为
'

组!统计各组
ZVW-

法与
/FF-

的符合率&结果
!

根据

ZVW-

法检测结果!将标本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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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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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符合率分别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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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的检测符合率最低!与其他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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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ZVW-

法检测梅毒具有敏感性高!自动化程度高!适合大批量标本常规筛查!

ZVW-

法检测阳性结果需进一步做
/F.

F-

进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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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

病*

!.(

+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病程长#主要经过性传播和母婴传

播)近年来#梅毒的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

"

+

#给社会造成一定

影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对梅毒的早期诊

断与治疗至关重要)国内外的研究显示*

&.!%

+

#临床上常用的特

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方法主要有
\VWY-

法.梅毒螺旋体

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FF-

&.化学发光 $

ZVW-

&法)

ZVW-

法精密度好#无携带污染#自动化程度高#敏感性高#但存在假

阳性#特别是低
Y

"

ZX

值标本给临床医生带来很大困扰)有研

究显示#

/FF-

是诊断梅毒的确证试验#尤其是在低值标本中

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敏感性不同#两种方法结果会有差异#本文

拟探讨两种方法联合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应用价值#为临床

早期诊断梅毒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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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门诊皮

肤科就诊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所有研究对象早晨空腹采集静

脉血
+DV

#

+%%%5

"

D9<

离心
!(D9<

分离血清#

'_

保存)

$#/

!

仪器与试剂
!

ZH\SZVW[!(%%

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及配套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北京科美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FF-

试剂盒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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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ZVW-

法和
/FF-

均严格按照检测标准和试剂使

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ZVW-

法结果判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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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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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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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根据
ZVW-

法
Y

"

ZX

值将患者标本

分为
'

组#比较各组
ZVW-

法和
/FF-

检测符合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进行数据分析#符合率的

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根据
ZVW-

法检测结果#将患者标本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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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ZVW-

法与
/FF-

检测符合率最低#与其他
+

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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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ZVW-

法与
/FF-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结果比较

组别
%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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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阴性
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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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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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螺旋体引起的常见的慢性疾病#其主要传播途径

为性传播和母婴传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开

放#梅毒患者日益增多#梅毒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至关

重要#梅毒检测的结果也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错误的检

测结果会引起纠纷#因此提供及时.准确的诊断方法与结果会

给临床带来很大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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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众多临床实验室采用
ZVW-

法用于梅毒的初筛试验#

ZVW-

法使用梅毒螺旋体抗原制备固相抗原#用辣根过氧化物

酶$

HOF

&标记梅毒螺旋体抗原#与标本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

形成双抗原夹心#经洗涤后#加入化学发光底物#测定其发光强

度#根据
Y

"

ZX

值判断标本中是否含有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

体*

!'.!&

+

)虽然
ZVW-

法自动化程度高#无携带污染#可减少人

为误差#适合于大批量标本的筛查试验#但是由于
ZVW-

法敏

感性高#对于低
Y

"

ZX

值标本会存在假阳性#给临床诊断带来

很大麻烦)本研究结果显示#

-

组$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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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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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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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经
/FF-

检测均为阴性%

]

组$

Y

"

ZX

为
!#"%

"

!%#%%

&的
!+*

例标本经
/FF-

检出
*(

例阳性#

''

例
/FF-

确证为阴性的标

本均来自于孕妇#肿瘤.透析患者和老年患者)表明对于低
Y

"

ZX

值的标本#须谨慎处理#必须用
/FF-

确证#并应进行随访

并结合临床症状加以判断#以防存在假阳性)有研究显示#老

年人和孕妇的
ZVW-

法敏感度高于
/FF-

#可能是由于梅毒螺

旋体隐性感染所致#也可能是由于药物干扰引起的#特别是孕

妇#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梅毒患者#应引起临床的重视#定

期进行随访*

).!%

+

)

Z

组$

Y

"

ZX

%

!%#%%

"

"%#))

&的
!"'

例标本

中#经
/FF-

确证为阳性的有
!!(

例#

M

组$

Y

"

ZX

%

"%#))

&的

!&"

例标本中#

/FF-

全部确证为阳性)可见#随着
Y

"

ZX

的升

高#

/FF-

阳性率也相应地升高)因此#

ZVW-

法和
/FF-

联

合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能够减少假阳性)

/FF-

是将梅毒
[9>704=

株的精制菌体包被在人工载体明

胶粒子上#这种致敏粒子和标本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进行反应

发生凝集#产生粒子凝集反应#由此可以检测出血清和血浆中

的梅毒螺旋体抗体#并可用来测定抗体效价#有着很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是目前公认的梅毒检测的确证方法*

!$.""

+

)但
/F.

F-

存在标本操作繁琐.检测时间长.难以自动化等缺点#且在

观察结果时存在人为因素干扰#对于一些介于阴性和阳性之间

的标本#结果判定难免出错)由于各种检测方法都存在着一定

的假阳性和漏检比例#临床应根据实际工作条件和需要#对于

Y

"

ZX

处于低值的标本#应进行
/FF-

确证#以提高诊断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漏诊和误诊#避免不必要的医

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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