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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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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检测试剂和方法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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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效果&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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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清标本分别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
!

化学发光法
!

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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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
!

不同检测试剂和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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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的特异度

和灵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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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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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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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于其他两种方法&结论
!

两种以上方法联合应用!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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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灵敏度及特异度!

避免漏检!并可缩短
(̂ T

的检测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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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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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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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一种

严重传染病#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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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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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国报告现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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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者
0550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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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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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正在治疗者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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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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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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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受治疗的人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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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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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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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早期发现是有效预防
(̂ T

传播的首要环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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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和病原体检测是目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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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重要手段#

可及时预防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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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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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为

筛查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化学发光法等%和确证试验'免

疫印迹法*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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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文对
;0/

例血清标本

分别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化学发光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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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了检测

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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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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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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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乙型肝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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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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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筛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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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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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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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为苏州市第五人民

医院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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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筛阳性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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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包括美国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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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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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深圳爱康公司

全自动酶免疫分析仪)化学发光法试剂由雅培公司提供&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试剂为厦门英科新创和珠海丽珠公司提供&

(̂ T#%21&$%

定量试剂由凯杰公司提供&采血管由阳普医疗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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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取真空分离胶促凝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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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别采

集患者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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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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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

备用)各项目检测按实验操作流程进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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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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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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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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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阴性#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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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化学发光法$雅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新

创%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丽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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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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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患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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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33;: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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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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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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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种方法与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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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雅培%

特异度为
;--4-R

#略高于其他两种方法$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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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感染阶段#感染者通常无特异临床表现#但具

有极强的传染性#从而造成病毒进一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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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感染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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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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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出现#病毒抗感染至检出抗体的阶段

定义为窗口期)随着医疗科技取得的巨大成就#检测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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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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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诊断目前仍为早期诊断艾滋病的主要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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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高危性行为或其他不良行为需定期检测的患者血

样进行检查#有利于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是对病毒感染进行监

测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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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是早期发现
(̂ T

感染的最便

捷手段#如果抗体筛查阳性#可进一步
&$%

检测病原体#从而

达到早发现*早治疗#延长感染者生命#同时减少二代传播)有

研究表明常规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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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筛查每年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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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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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感染#并可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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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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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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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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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试剂有很多种#随着技术发展及临床需

求#高灵敏度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第
+

代抗原抗体诊断试剂及化

学发光免疫技术相继问世#大大缩短了检测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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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剂

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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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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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同时进行有效的检测#窗口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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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不同的检测试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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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进行检测并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检测试剂的检测结果差异不大#基本都能

满足临床需要)但化学发光法增加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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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的检测#也

就是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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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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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同时包被#可对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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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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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进行同时检测#可尽早地检测到血清

标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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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抗体#因而其灵敏度高和特异度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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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期可进一步前移)本研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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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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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是化学发光法检测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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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也是阳性#而两种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均未检出#可能原因是化学发光增加对
&0+

抗原的检测#使检测的窗口期前移#目前对此病例正在继续关

注中)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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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发病人群逐渐有从高危人

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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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状况#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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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的窗口期进一步缩短#最好满足灵敏度*特异度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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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不错过一个感染者)尽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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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进行治疗*

控制该病的传播'

:

(

#并加强宣传力度#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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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期目前仍然是世界难题#现在能做到的就是

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应用灵敏度高且特异度强的检测技术与

试剂#不断提高检测率)例如有些国家考虑推广连续初筛两次

阳性者即判断确诊
(̂ T

阳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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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各试剂厂家的

试剂抗原包被片段的不同*质控品溯源的差异*标准品的不同

等因素#使得检测的特异度*灵敏度并不能确保
;--4-R

#因此

建议采用多种方法联合检测#通过初筛*复检*确认#早发现)

并通过参加部*省*市的质量控制评价活动#及参加参比实验室

的比对活动#全面抓好检验质量#做到不漏检*不错检#对遏制

1̂)3

的蔓延和扩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

制中心
40-;+

年第
0

季度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及主要防

治工作进展'

X

(

4

中国艾滋病性病#

0-;+

#

0-

$

5

%!

///#//64

'

0

( 杨小#张孔来#张阳#等
4

沈阳市
:,.

名艾滋病自愿咨询

检测者特征分析'

X

(

4

实用预防医学#

0-;,

#

0-

$

,

%!

0:0#

0:,4

'

,

( 职建军#潘品良#蒋岩
4(̂ T

早期感染诊断及其对预防的

重要意义'

X

(

4

中国热带医学#

0-;-

#

5

$

5

%!

:;,#:;.4

'

+

( 田立华
4

艾滋病的检验技术现状及应用'

X

(

4

中国医药指

南#

0-;/

#

;0

$

;:

%!

06:#05-4

'

/

( 苏雪丽#职建军#韩剑锋#等
4

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
(̂ T#;

新发感染者亚型及原发耐药分析'

X

(

4

国际病毒学杂志#

0-;0

#

;:

$

5

%!

;+/#;/-4

'

.

( 江华洲#沈圣#裴丽健#等
4(̂ T

集合核酸检测在男男性行

为人群中的应用评价'

X

(

4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0-;;

#

,+

$

.

%!

/0:#/,,4

'

6

( 赵斌胜#殷增运
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检验技术研究进展

'

X

(

4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

;-

$

;.

%!

0;66#0;654

'

5

( 李艳飞#张英霞#杨燕珍
4

我国艾滋病流行情况及干预模

式的研究进展'

X

(

4

热带医学杂志#

0-;,

#

;,

$

;-

%!

;0:6#

;,--4

'

:

( 贾翠娥
4

浅谈
(̂ T

实验室检测新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

X

(

4

当代医药论丛#

0-;/

#

;,

$

:

%!

;/.#;/64

'

;-

(汤琰#王涛#盛燕华#等
4(̂ T

抗体
W\

确证实验的替代

策略研究'

X

(

4

中国艾滋病性病#

0-;+

#

0-

$

;-

%!

6,+#6,64

$收稿日期!

0-;.#-5#;,

!!

修回日期!

0-;.#;0#-;

%

!临床探讨!

重庆市南岸区中老年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调查"

丁雪勇!徐希彦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骨科
!

+---.0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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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重庆市南岸区中老年人群骨密度的变化规律及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以早期进行一$二级预防&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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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南岸区
.

个社区的中老年人群进行调查!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法选取研究对象!符合纳入标准的受试对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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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骨密度仪测量非优势股骨近端股骨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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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区$腰椎椎体骨密度值&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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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男性$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骨量逐步丢失!出现骨质疏松!其中腰椎发生的骨量丢失最快&男性与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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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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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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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
.-

岁以后骨质疏松

的患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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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女性患者在
/-

岁以后易患骨质疏松症!而男性则在
.-

岁以后进入骨质疏松高发期!不

同性别人群应针对病因!加强锻炼!做好骨质疏松症的一$二级预防!防止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严重并发症!提前做好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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