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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免疫荧光层析法检测血清降钙素原"

236

$的性能&方法
!

用免疫色谱检测法%免疫荧光层析法平行检测

8#E

例标本血清
236

的浓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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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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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分别评价诊断阈值"

OP>7BLL

值$为
&$%+

R

'

J:

和
#$&+

R

'

J:

时两种方法的一致性&以

免疫色谱法为标准!评价免疫荧光法的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期值%阳性预期值和总符合率&结果
!

设
OP>7BLL

值为
&$%&+

R

'

J:

和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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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测
236

的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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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分别为
&$HG8

和
&$8"8

&以免疫色谱法为金标准!使用两个
OP>7BLL

值时免疫

荧光法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和总符合率分别为
C8$#D

和
C8$ED

%

HI$%D

和
8"$&D

!

88$ED

和
CH$ID

!

C%$ID

和
8H$"D

!

C&$#D

和
CG$#D

&结论
!

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
236

是一种低成本%快捷%准确的新方法!可广泛应用于基层医

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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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

236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细菌感染诊断

与鉴别诊断的指标(在严重细菌'真菌感染#脓毒血症'免疫相

关性疾病等情况下#

236

水平明显升高且特异性好#可作为抗

菌药物选择以及疗效判断的指标)

"7#

*

(免疫荧光层析法这种新

的
236

检测方法(检测标本可以为血清'血浆或全血#检测过

程如果用全血不到
#&JK+

#能快速的发出检验报告#受到了基

层医院的欢迎(笔者对这种方法的检测性能进行了分析#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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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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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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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G

年
#

月
#&

日#在本院

检验科进行
236

检测的标本#共
8#E

例(

$$/

!

仪器与试剂
!

免疫色谱检测法!采用德国
!?,NJ=

公司

生产的
236

检测试剂盒$

!?,JNJ=2367j

&#深圳市华科瑞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4#&"

型免疫定量分析仪(免疫荧光层析

法!采用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7""#

型免

疫荧光检测仪及其配套的
236

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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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8#E

例标本每天先用免疫色谱法检测#发出检验

报告#然后即时用免疫荧光层析法复检#记录结果($

"

&免疫色

谱检测法的操作!打开仪器开关#取
#&&

%

:

血清加入到板条的

圆孔中#室温下孵育
E&JK+

#将板条插入仪器#比色后得出结

果($

#

&免疫荧光层析法的操作!打开仪器开关并插入芯片(

取
%&

%

:

血清加入到缓冲液管中#混匀
"JK+

(取
H%

%

:

混合

标本到测试卡的加样孔中#

"%JK+

后由免疫荧光检测仪扫描#

读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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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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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7BLL

值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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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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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利用
'2''"G$&

软件对免疫色谱法和免疫荧光法的检测

结果进行成组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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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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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两种方法有相关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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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来分析免疫色谱法和免疫荧光法检测结果之间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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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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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吻合度有统计学意义(当
[,

55

,

值$

[

&

&

&$H%

时为吻合度好%当
[

为
&$I

'

&$H%

时为吻合度一般%当

[

%

&$I

时为吻合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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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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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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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色谱法和荧光法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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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用

免疫色谱法和免疫荧光法进行平行检测#当
OP>7BLL

值为
&$%&

+

R

"

J:

时#

K

%

&$&"

#说明两种方法的检测具有相关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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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显示两种方法的吻合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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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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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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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方

法的检测结果有相关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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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显示#两种方法的吻

合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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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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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种方法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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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色谱法
免疫荧光法

阴性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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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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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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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P>7B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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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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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种方法的相关性#

7

$

免疫色谱法
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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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效能评价
!

以免疫色谱法为标准#计算免疫荧光法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和总符合率#见

表
E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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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法诊断效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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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7BLL

值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 总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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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236

的了解越来越

多#

236

对于细菌感染和病毒性感染的诊断比
3

反应蛋白具

有更高的特异性)

E7I

*

#对真菌感染的诊断意义也十分重大)

%

*

#而

且认为
236

可有效评估脓毒症患者的病情程度#并可预测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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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预后)

G

*

(另外#多发伤患者发生感染后#血清
236

水平显

著升高#一旦感染得到控制又下降(还指出
236

水平的高低

还可作为临床抗菌药物治疗时的疗效指标#监测
236

的动态

变化有助于观察疾病的进展和预后)

H

*

(在儿科方面#测定

236

能够更早期'更准确'更灵敏地诊断新生儿早期感染性疾

病)

8

*

#尤其对于重症感染新生儿的诊断和治疗#

236

较超敏
3

反应蛋白及
<!3

更具临床应用价值)

C

*

(对儿童社区获得性

肺炎患儿中的鉴别诊断价值也优于
3

反应蛋白和
('4

)

"&

*

(由

此可见#

236

的检测在现代临床的诊疗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临床需求同时也要求着检验科能快速'准确地发出
236

的检测报告(

!?,NJ=

公司拥有全球
236

专利#其
236

检测

产品
!?,NJ=236:;1

于
"CCG

年上市#至今为
236

检测的金

标准(

!?,NJ=2367j

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可溯源至

!?,NJ=236:;1

#因此笔者把免疫荧光法和
!?,NJ=2367j

进行比对#来观察免疫荧光法的检测性能(

本研究选择了
8#E

例标本#用两种方法平行进行检测(设

OP>7BLL

值为
&$%&+

R

"

J:

和
#$&&+

R

"

J:

两种(结果两种
OP>7

BLL

值的检测都表明两种方法具有相关性#而且吻合度好(以

免疫色谱法为金标准#两种
OP>7BLL

值免疫荧光法的灵敏度'特

异度'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和总符合率分别为
C8$#D

和

C8$ED

#

HI$%D

和
8"$&D

#

88$ED

和
CH$ID

#

C%$ID

和
8H$"D

#

C&$#D

和
CG$#D

(免疫荧光层析法检测血清
236

和免疫色

谱法检测的结果一致性好#是一种低成本'快捷'准确的方法#

能满足临床诊断的需要#可广泛应用于基层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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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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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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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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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免疫球蛋白在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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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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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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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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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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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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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作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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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健康对象作为对照组!采取免疫透射比浊

法进行测定两组免疫球蛋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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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析其临床诊断价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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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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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免疫球蛋白表达水平呈现增长的趋势!检测

二者表达对该病的诊断和疾病程度的判断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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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肺炎是临床中常见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支原

体侵入肺部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

*

(该病很容易引起毒

性作用与炎症反应#长期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

*

(由于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者的年龄相当较小#且病程时间比较长#很容易

影响生长发育)

E

*

(因此#临床中尽早的诊断与治疗该病具有重

要的意义(本次研究重点探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
/7

二聚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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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免疫球蛋白表达状况#旨在提高该病的诊断效果#具

体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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