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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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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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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化学发光法"

"/[7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7

%&明胶颗粒凝聚集试验"

#OO7

%

1

种方法

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中的意义'方法
!

随机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集的血清样本
1*)

例!分别运用
"/[7

&

,/[-7

与
#OO71

种方法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并统计分析
1

种方法敏感性和

特异性'结果
!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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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组免疫印迹法确诊前&后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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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感性&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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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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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率&假阴性

率均显著低于
,/[-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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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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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7

敏感性&特异性&假阳性率&假阴性

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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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7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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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7

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敏感性和特异

性更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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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属于
&

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诱发因素为梅毒

螺旋体+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

*

#世界范围内每年感染梅毒患者

已达到
&'))

万+国内多家医院规定#梅毒螺旋体检验在创伤

性检查及手术输血过程中必不可少#以有效控制梅毒的传染+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7

&,明胶颗粒凝聚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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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临床常用梅毒螺旋体检验方法)

'

*

+近年来#免疫学技术及分子

生物学不断发展#梅毒螺旋体临床研究受到极大推动#梅毒诊

断方法不断完善#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且简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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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

"/[7

&属于
&

种新诊断方法+为研究
"/[7

和传

统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差异#研究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集的
1*)

例血清样本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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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与
#OO71

种方法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

抗体检测的意义#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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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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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

集的血清样本
1*)

例#抽血
6?

内对血清进行分离#在
6Z

的

温度下保存#第
'

天运用
"/[7

,

,/[-7

进行检测#收集阳性标

本#运用
#OO7

进行复检+收集所有阳性及可疑标本#

Y')Z

下分装集中保存#运用重组免疫印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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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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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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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测流程
!

采用北京科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
"\,%"/[R*))

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梅

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采用双抗原夹心一步法免疫分析模

式#利用
#O

抗原对固相抗原进行制备#辣根过氧化物酶

$

\PO

&标记
#O

抗原#通过样品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促进双抗

原夹心的形成+洗涤后#将化学发光底物液加入其中#测定发

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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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临界值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存在情

况进行判断#阳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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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测流程
!

采用瑞士奥斯邦公司生产的全自

动酶联免疫分析仪
,/[-7!-#7P

及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运用双抗原夹心

,/[-7

检测血清或血浆中梅毒螺旋体抗体#在微孔条预包被

基因表达梅毒抗原#使其与血清中梅毒螺旋体抗体反应#加入

\PO

标记基因工程重组梅毒抗原相结合#显色过程中利用

#%.

系统#通过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判断结果#阳性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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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流程
!

采用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生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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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将抗原设定为梅毒螺旋体
R@B?8;0

株#以超

声裂解纯化#人工载体明胶粒子上包被#结合血清中特异性抗

体后有凝集反应出现#肉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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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检测流程
!

采用欧盟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生

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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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及梅毒螺旋体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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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检测试剂盒#通过电泳

将硝酸纤维膜抗原条上含有梅毒螺旋体的抗原转移#结合样本

中的特异性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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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温育酶标抗人
;

I

N

#通过显色条带对阳

性,可疑及阴性结果进行判定+至少
'

条特异性条带出现判定

阳性#有
&

条特异性条带出现判定可疑#没有特异性条带出现

判定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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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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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阳性结果#计算阳性率#利

用统计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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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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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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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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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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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测定阳性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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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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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前,后的阳性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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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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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测定敏感性,特异性,假阳性率,假阴性率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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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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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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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7

和
,/[-7

具有相似敏感性和特

异性#但
#OO7

属于乳胶微粒凝聚试验#操作者肉眼观察是临

床判断试验结果的唯一方法#检测过程比
,/[-7

更为复杂#极

易引发误诊+此外#

#OO7

应用完全抗原#有非特异性交叉反

应存在#临床并没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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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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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诊断梅毒的血清学确证试验#运用双抗原

夹心测定患者血清中的梅毒特异性抗体#为临床诊断提供有效

依据+相关研究表明#其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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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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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操作简便#少有因素会对结果造成不良影响#且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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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项免疫检测新技术#和传统检测方法相比#其

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具有较为广泛的检测范围#操作简便#能

完全实现自动化#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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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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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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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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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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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率,假阴性率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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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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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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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敏感性,特异性,假阳性率,假阴

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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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充分证实
"/[7

较
,/[-7

,

#OO7

具有优越性#但由于其有

假阴性发生#可能造成过度治疗#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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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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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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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电化学发光法"

,"/

%在性早熟女童血清雌二醇水平诊断的意义与效果评估'方法
!

选取

')&'

年
1

月至
')&+

年
1

月确诊真性性早熟女童
1)

例为
7

组!假性性早熟女童
1+

例为
.

组!并以同期接收发育健

康女童
1)

例作为对照组'

1

组女童分别采用
,"/

测定血清雌二醇水平!开展卵巢与子宫大小测定!根据临床检查

结果评估雌二醇检测临床价值'结果
!

7

组与
.

组女童血清雌二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7

组女童水平显著高

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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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女童子宫体积&卵巢体积及最大卵泡直径均显著高于
.

组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但
.

组与对照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女童雌二醇水平同子

宫体积&卵巢体积及最大卵泡直径呈正相关关系'结论
!

,"/

检测血清雌二醇水平对女童性早熟诊断具有良好作

用!适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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