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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

$*

感染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
!'$$

例患者梅毒感染状况并合理选择实验方法'方法
!

同时用非特异性苯胺红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

IYkRI

#检测血清中反应素"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ISS1

#$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QH1

#及荧光梅毒螺旋体吸收试

验!

<I1/1JR

#检测血清中梅毒特异性抗体'结果
!

!'$$

例患者
IYkRI

检出梅毒阳性
!#0

例"占总数的
!!*&O

"

!#0

例阳性者

用
ISS1

检测出
!'"

例阳性"占总数的
!%*&O

"

=QH1

检测出
!()

例阳性"占总数的
!%*(O

"

<I1/1JR

检测出
!(0

例阳性"占总数

的
!%*#O

'结论
!

IYkRI

阳性率较高"但存在一定的生物学假阳性"虽操作简便"但只能作为筛查"必须做
ISS1

$

<I1/1JR

确

认"以减少梅毒的误诊和医疗纠纷'

关键词!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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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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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自欧洲传入中国已有
0%%

年的历史/

!

0

"梅毒是由苍

白螺旋体'

IS

(感染引起的一种古老的性病"众所周知!其传

播方式有经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
)

种"

IS

一旦侵入人体!被感染者血清中可产生非特异性反应素抗体和

梅毒螺旋体的特异性抗体"近年来!中国的梅毒患病率呈现大

幅上升趋势/

$

0

"因此选择敏感性及特异性高的诊断方法!对该

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例患者系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年龄
%

!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空腹采血!立即分离血清!进行检测"

B*C

!

方法
!

万向脱色摇床'北京新技术研究所(!全自动微粒

子发光免疫分析仪
H/$%%%

'美国雅培公司(!荧光显微镜
KH/

LLDK]=QHSR]#%,

'北京艾泽信科技有限公司("苯胺红快

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IYkRI

(试剂为上海荣盛生物公司提供!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ISS1

(试剂由日本富士株式会社

提供!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QH1

(试剂由美国雅培公

司提供!荧光梅毒螺旋体吸收试验'

<I1/1JR

(试剂由德国欧

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提供!所有检测操作程序和结果判断

均按试剂说明书严格进行!并在试剂有效期内使用"

C

!

结
!!

果

C*B

!

&

种方法检测梅毒阳性率比较
!

!'$$

例患者标本中!经

临床确诊者
!(0

例!未确诊者
!&&(

例"

IYkRI

检出梅毒阳

性
!#0

例!占总数的
!!*&O

!假阳性
0"

例!假阴性
))

例.用

ISS1

检测出
!'"

例阳性!占总数的
!%*&O

!假阳性
$

例!假阴

性
'

例.

=QH1

检测出
!()

例阳性!占
!%*(O

!假阳性
$

例!假

阴性
$

例.

<I1/1JR

检测出
!(0

例阳性!占总数
!%*#O

!无假

阳性或假阴性"

C*C

!

&

种方法特异度与敏感度比较
!

<I1/1JR

方法特异度

和敏感度优于其他
)

种方法!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特异度和敏感度比较

方法 特异度'

O

( 敏感度'

O

(

IYkRI "&*) #!*!

ISS1 ""*0 "'*'

=QH1 ""*( "#*"

<I1/1JR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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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0

例确诊梅毒阳性患者年龄分析
!

年龄为
%

!

$%

岁的

梅毒阳性患者
!)

例中!新生儿
"

例!为先天性梅毒.年龄为大

于
$%

!

&%

岁的梅毒阳性患者
!%#

例!占梅毒阳性患者的多数.

年龄大于
'%

岁的梅毒阳性患者
!0

例中!

&

例
#%

岁以上!见

表
$

"

表
$

!!

!(0

例临床确诊梅毒阳性患者年龄分布

年龄组'岁( 梅毒阳性例数 阳性率'

O

(

%

!

$% !) (*&

'

$%

!

&% !%# '!*(

'

&%

!

'% )" $$*)

'

'% !0 #*'

总计
!(0 !%%*%

D

!

讨
!!

论

对于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

$

期梅毒
IYkRI

的阳性率为

(%O

!

-

期梅毒为
!%%O

/

)

0

"

IYkRI

的阳性'去除假阳性后(

是说明梅毒患者具有传染性的有力证据"对于治疗后的梅毒

患者!

IYkRI

试验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为阴性"但

是!一些梅毒患者的非
IS

抗体在体内血清中能长时间保持较

低滴度水平"若超过
$

年不阴转者!属于,血清固定-"如无临

床症状或滴度小于
!`#

!一般无传染性"梅毒患者血清中抗

类脂抗体产生在梅毒感染
)

!

&

周之后!

ISS1

阳性而
IYkRI

阴性的血清学结果可能是由于患者处于梅毒的潜伏期!并不能

排除患者的传染性"应于感染
&

周后复查或应用其他试验判

断梅毒的传染性/

&/0

0

"

ISS1

是将梅毒螺旋体
K,6F43-

株的精制菌株包被在明胶

颗粒上的一种检测方法!该法判定
IS

感染的特异度和敏感度

均在
""O

左右!已是目前公认的梅毒血清确证试验/

'

0

"但其

试剂较贵!检测时需将标本作系列稀释!不利于大批量标本检

测!且以肉眼判断结果!原始数据无法保存!不确定标本无法判

定/

(

0

"妊娠#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其他基础疾病亦对
ISS1

结

果产生干扰!推测这些疾病的患者体内可能含有抗类脂抗体或

抗
IS

抗体的交叉抗原"

=QH1

是将
IS

抗原包被到固体铁粒子上!使其与标本中

的抗
IS

抗体反应!洗净后加入酶标抗人
H

?

a

抗体使其反应!

与标本中的抗
IS

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后!加入化学发光基

质!被结合的标本中的抗
IS

抗体的含量根据化学发光基质的

发光量而计算出来"特异性与敏感性较强!对弱阳性标本检测

灵敏度高于
ISS1

!但不常用/

#

0

"

<I1/1JR

是采用非致病性密螺旋体提取物作为吸收剂吸

收待检血清!排除了同属抗原的交叉结合!保证了试验结果的

特异性!但是其试验过程繁琐!技术要求高!需要荧光显微镜等

特殊仪器"

<I1/1JR

的生物学假阳性主要由系统性红斑狼

疮#类风湿关节炎#肝硬化#淋巴肉瘤#脑膜瘤#海洛因成瘾#自

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结肠癌#麻风等疾病造成"人体特异性

抗
IS

抗体可分为
H

?

a

和
H

?

>$

种类型!

H

?

a

型抗体终身存

在!故尽管正规治疗后仍可检测为阳性!因此不能作为判愈和

随访的手段"但该试验有很好的特异性!可用于确诊试验"

<I1/1JR

对各期梅毒检测的特异度达到
"$O

!对
$

期梅毒敏

感度为
#%O

#

-

期梅毒为
""O

!

!%%O

#

/

期梅毒为
0O

!

!%%O

/

"

0

"用
<I1/1JR

检测
H

?

>

型抗体可用来诊断先天性梅

毒/

!%

0

"

从检测出梅毒阳性的患者的年龄段分析!年龄为
$!

!

&%

岁的梅毒阳性患者
!%#

例!占梅毒阳性患者的多数!该年龄段

人群为性活跃人群!应该加强对该人群的健康教育/

!!

0

.年龄大

于或等于
'!

岁的梅毒阳性患者
!0

例中!

&

例
#%

岁以上!其中

大部分均无梅毒病史#临床症状及资料支持!这部分患者均属

旧中国出身!均否认婚外史!产生阳性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研

究/

!$

0

"

近十年来!

IS

的人工抗原合成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梅毒检

测方法的发展突飞猛进!用于研究的试剂盒也不断更新!敏感

度和特异度不断提高!对早期梅毒#潜伏梅毒#先天梅毒#无症

状神经梅毒的检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些试验各有优缺点!

联合检测对减少梅毒的发病率和控制其传播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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