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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该院性传播疾病和丙型肝炎的感染情况!为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
/%%0

年
$

月至
/%%8

年

$/

月到该院就诊的手术%血液透析%输血患者及孕产妇%自愿咨询者进行
O-\

抗体筛查及
O!\

抗体%梅毒检测并对其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

O-\

抗体阳性率为
%45&̂

!梅毒阳性率为
%4&8̂

!

O!\

抗体阳性率为
$4/5̂

$结论
!

艾滋病的流行!从高危

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加强对各类人群的监测及检测!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并采取阻断措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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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已成为世界的公共卫生问题#性病的存在加快了艾

滋病的传播速度和风险'了解本院艾滋病和性病的检出率#为

今后本院检测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对
/%%0

年
$

月至
/%%8

年

$/

月在本院的
O-\

抗体筛查及
O!\

抗体(梅毒的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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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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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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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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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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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本院就诊的手

术(血液透析(输血患者及孕产妇(自愿咨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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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4C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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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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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体筛查$

PV-.<

法%试剂盒为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双抗原夹心
PV-.<

试剂盒'

仪器!美国勃特
PVY&%%

型酶标仪(美国勃特
PVY5%

型洗板机

及其他常用设备'

O!\

抗体诊断试剂盒为英科新创厦门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
PV-.<

试剂盒'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诊断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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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是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4C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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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
!

O!\

就是根据试剂盒内的说明书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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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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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于等于
$

者为阳性#临界值$

!a

%

6

阴性对照值
c

/4&

'

O-\

临界值
6%4$%2

阴性对照平均值$阴性对照小于

%4%5

均以
%4%5

计算%#样品
<

值大于或等于临界值为初筛阳

性'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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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反应

$

222

!

2222

%可见中等或较大的红色凝聚物#弱阳性反

应$

2

!

22

%可见较小的红色凝聚物'

B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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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P̀KAC

建立数据库#采用
.,..$0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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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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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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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筛查情况
!

共检测
O-\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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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男

/355/

份#女
'$'50

份%#筛查出
O-\

抗体阳性
'/'

份$男
/$/

例#女
$$$

例%#阳性检出率
%45&̂

$男
%4&#̂

#女
%4'5̂

%#通

过非参数检验#男女之间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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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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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

抗体阳性标本中#合并
O!\

抗体

阳性
$#

例$男
$/

例#女
3

例%#合并梅毒阳性的
$%

例$男
0

例#

女
'

例%#合并
O!\

(梅毒阳性男女间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4%5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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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检测情况
!

共检测梅毒
5$'3/

份$男
//3&5

#女

/&&50

%#检出
+,+

阳性
35&

例$男
$8&

例#女
/#%

例%#阳性检

出率为
%4&8̂

$男
%4&&̂

#女
%48%̂

%#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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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在
+,+

阳性标本中#合并
O-\

抗体阳性

$%

例$男
0

例#女
'

例%#合并
O!\

抗体阳性
$$

例$男
#

例#女

5

例%#男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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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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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测情况
!

共检测
O!\

抗体
5$$5'

例$男

//'3&

例#女
/&&%5

例%#检测出
O!\

抗体阳性
#'0

例$男
'3$

例#女
/8#

例%#阳性检出率
$4/5̂

$男
$45'̂

#女
$4%'̂

%#通

过非参数检验#男女之间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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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

抗体阳性标本中#合并
O-\

抗体

阳性
$5

例$男
$$

例#女
3

例%#合并梅毒阳性的
$$

例$男
#

例#

女
5

例%#合并
O-\

(梅毒阳性男女间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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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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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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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检测情况

年份
O-\

%

阳性数$

%

%

O!\

%

阳性数$

%

%

梅毒

%

阳性数$

%

%

/%%0

年
$3'08 0% $'008 $03 $'0&3 $%8

/%%&

年
$&5'/ $/# $#%'' /// $5880 $&3

/%%8

年
//88& $/0 /$'3$ /3$ /$5#$ $#5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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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和
O!\

主要经血液(性接触(母婴途径传播'

吸毒者通常是静脉吸毒#增加了
O-\

(

OT\

和
O!\

的合并感

染和快速传播的易感性)

$

*

'

本调查结果显示#

O-\

(

O!\

抗体的阳性检出率男女之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本地区艾滋病的流行特点有

关)

/

*

#艾滋病的感染方式以静脉注射吸毒为主#吸毒人员常以

男性为主#占
8/4&0̂

#青壮年居多'吸毒方式以静脉注射吸

毒为主#

504$&̂

#有共针行为'

O-\

抗体阳性率为
&4%&̂

#梅

毒阳性率为
'4%8̂

'而吸毒人群感染
O-\

的主要危险因素

是共用静脉吸毒的注射器具'吸毒能传播各类疾病#更与肝细

胞损伤密切相关)

'*3

*

'

吸毒者的性乱现象加快
O-\

的传播速度#广西一项调查

显示)

5

*

#有一半以上的吸毒者有性乱行为#且大部分人

$

#&45#̂

%从未使用安全套#尤其是
O-\

感染者
#8450̂

有性

乱行为#不使用安全套率高达
&'405̂

'这部分吸毒者一方面

通过不良吸毒行为在吸毒者中传播
O-\

#还会通过不良性行

为将
O-\

传播给其他人群#甚至夫妻#造成
O-\

在夫妻间(普

通人群中传播(扩散和蔓延'近年艾滋病疫情发展迅速#进入

快速增长期#广西的流行经历了散发期(局部流行期#目前已处

于广泛流行期#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从
/%%/

年起#广

西艾滋病患者的报告数呈倍数增长#在医院临床就诊患者中

O-\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增加#说明经过
$%

年左右的时

间#早期的感染者已经逐渐进入发病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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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统计资料显示#在
O-\

抗体筛查阳性标本中#合并

O!\

抗体阳性
$#

例$男
$/

例#女
3

例%#合并梅毒阳性的
$%

例$男
0

例#女
'

例%&在
+,+

阳性标本中#合$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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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至靶值为$

$45c$%

#

%

-e

"

MV

的质控样本
T%$

#经梯度稀释

后#进行重复性实验#

T%$

及其梯度稀释的样本重复性很好'

8W

值经配对
5

检验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4#%8

%'结

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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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及其梯度稀释样本定量分析结果

靶值
<

试剂

@

$

-e

"

MV

%

?

$

-e

"

MV

%

8W

T

试剂

@

$

-e

"

MV

%

?

$

-e

"

MV

%

8W

$45%c$%

#

&485c$%

5

&400c$%

3

%4%8& $4%5c$%

#

&438c$%

3

%4%&$

$45%c$%

5

$4%&c$%

5

/4'%c$%

3

%4%5$ $4$%

c

$%

5

04//c$%

'

%4%#5

$45%c$%

3

$4/%c$%

3

'4&8c$%

/

%4%3/ $4$0c$%

3

'4/0c$%

/

%4%/&

$45%c$%

'

$43'c$%

'

#483c$%

/

%4%30 $4%8c$%

'

/4#$c$% %4%/5

$45%c$%

/

7 7 7 $4$/c$%

/

54%'c$% %43%5

合计
/453c$%

5

/43%c$%

3

%4%5# /48'c$%

5

/4'$c$%

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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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试剂对于
3%

例已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的检测

结果相互之间差异小于一个数量级占
85̂

$

'&

"

3%

%#其中在同

一数量级的占
8/45̂

$

'0

"

3%

%#不在一个数量级但相差不到一

个数量级的占
/45̂

$

$

"

3%

%#相差大于一个数量级小于二个数

量级的占
5̂

$

/

"

3%

%#两种试剂检测结果的差异都在一个数量

级之内'根据中国现行的标准)

3

*

#这两种试剂的检测结果相互

之间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经统计分析亦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4&''

%'但是
<

方法采用煮沸法处理样本#需要煮沸(裂

解(高速离心富集
1]<

(反复吸取溶液等多个步骤#在这些过

程中#容易损失样本中的
1]<

(裂解不充分(富集不完全#会造

成
1]<

丢失#从而可能导致样本定量结果偏低'

T

方法无需

对样本进行多次处理#免去了一系列的加热(离心等操作#样本

1]<

没有损失#全部被转入扩增'其灵敏度可达
$%%-e

"

MV

#

准确定量范围)$

54%c$%

/

%

!

$

54%c$%

8

%

-e

"

MV

*#通过
<

方法

与
T

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对于浓度大于
$%%%-e

"

MV

的样

品#两种试剂的检测结果没有统计学差异#但
T

方法免去了加

热(高速离心富集病毒等过程#能够避免病毒核酸的损失#具有

方法学上的改进#使得定量更准确'

OT\1]<

检测下限的确定#不但是反映该实验室检测系

统的精密度#而且对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和预后也有意义)

5

*

'

由于临床治疗对患者
OT\1]<

检测的要求很高#实验室应

尽可能消除检测结果的不准确性#而且提高
OT\1]<

定量

试剂盒灵敏度对乙型肝炎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

究表明#国产试剂相当一部分标本检测结果出现假阴性$低于

检测范围%#而且病毒载量越低#出现假阴性的比例高)

#

*

'在本

研究中发现#试剂
<

的检测下限为
$%%%-e

"

MV

#因此对于低

浓度样本无法检测出来#假阴性率较高#而试剂
T

的检测下限

为
$%%-e

"

MV

#准确定量下限达
5%%-e

"

MV

#能够对低浓度样

本进行检测定量#这对于临床初筛或者药物监控治疗#可以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

临床
,!+

检验结果的正确与否是试剂质量(人员素质(仪

器设备状态(室内质控措施等的综合反映)

0*8

*

#其中临床基因扩

增实验室所使用的
,!+

试剂盒的质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是直

接而至关重要的)

$%

*

'本组结果显示#试剂
T

总体性能优于试

剂
<

#核酸获得率高(操作极其简单(兼具高灵敏度与定量准确

性#同目前国内主流厂家的优质试剂
T

相比#试剂
T

检测范围

更宽(操作更简便#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由于试剂盒的质量

是影响临床
,!+

测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为保证检验质

量#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必须选择质量好且符合自己实验室要

求(与本实验室仪器相匹配的试剂盒应用于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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