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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梅毒螺旋体'心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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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河北燕达医

院
+-&F

年
F

月至
+-&C

年
;

月常规人群血清标本
+G%FC

例!应用美国雅培
(05H"3253"+---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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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G%FC

例标本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测定&对于
(05H"3253"+---

中

*

(

>̂

值
&

+-

的强反应性结果!选用梅毒螺旋体凝胶颗粒凝集试验$

)==(

%及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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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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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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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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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反应性结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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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门子
(\U[(>263/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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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化学发光免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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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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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标本加做免疫印迹梅毒螺旋体'心磷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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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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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测&结果
!

+G%FC

例梅毒筛查患者中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
+;G

例!非特异性抗体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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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病人数占人群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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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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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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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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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

性结果与复检方法结果比较!

+EF

例强阳性反应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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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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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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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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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阴性结果直接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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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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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为标准!确证试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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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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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常规人群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比较!对于临床弱反应性结果建议直接选用蛋白免疫印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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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

)=

&感染引起的一种全球

分布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人是梅毒的唯一传

染源#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

播
%

种(梅毒可侵犯人体全身器官#临床表现分为一

期梅毒+二期梅毒+三期梅毒+潜伏期梅毒以及先天性

梅毒#既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和体征#又可多年无

症状而呈潜伏状态#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

&

*

(据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

病预防控制局的官方数据显示!

+-&.

年我国梅毒的发

病数为
G%C&;;

例#比
+-&E

年同期增长
;,FGb

#发病

数位居性传播疾病首位#乙类传染病第
%

位#仅次于

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由于存在隐性感染以及无法

统计的私人诊所接诊患者#目前公布的梅毒发病率或

许只是梅毒真实发病率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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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孕妇+

血液肿瘤患者#以及患者输血前+常规手术前+内窥镜

检查前#通常需要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早期梅毒和

隐性梅毒可无临床症状#而梅毒血清学检测在临床辅

助诊断中是一项良好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因此降低检

验结果的假阳性率非常重要(本研究对河北燕达医

院
+-&F

年
F

月至
+-&C

年
;

月常规人群梅毒血清学筛

查结果进行分析#应用美国雅培
(05H"3253"+---

全自

动化学发光仪#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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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测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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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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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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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反应性结果#选用梅毒螺旋体凝胶颗粒凝集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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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复

检$对于
(05H"325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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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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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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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反

应性结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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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法%

>'[(

&及免

疫印迹梅毒螺旋体+心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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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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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检#分析比较各方法的检测结果#从而探讨在常规人

群梅毒实验室诊断中如何选择确证试验#避免出现假

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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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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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燕达医院体检+门诊和住院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

的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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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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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全自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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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梅毒螺旋体抗体

测定试剂盒$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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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分析仪及梅毒螺旋体抗体测定

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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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购自德国欧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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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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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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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血清标本

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使用美国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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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发光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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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

性抗体(试剂说明书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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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抗体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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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复检#并同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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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梅毒非特异性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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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检测实验室

血清学非特异性抗体#主要用于对梅毒现症感染和疗

效的监测(

$,','

!

梅毒螺旋体弱反应性结果复检
!

对
(05H"3253

"+--->:[(

中
*

"

>̂

值在
&

$

&-

的反应性结果#选用

西门子
(\U[(>263/N0 =̀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采用

>'[(

+

)==(

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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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检测结果直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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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室血清学特异性抗体测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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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为方法学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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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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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梅毒筛查患者中梅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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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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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特异性抗体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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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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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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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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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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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性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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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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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梅毒血清学检测标

本
>:[(

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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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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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

本来自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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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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