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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条件的优化

彭
"

宽!李俊明!鞠北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西南昌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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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8̀

$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条件的优化途径%方法
"

比较不同离心和水浴条

件下血清标本检测假阳性率%结果
"

$(((C

)

P;>

离心
$P;>

和
K(((C

)

P;>

离心
&P;>

获得的血清标本假阳性率分别为
)%GKh

和
#%'(h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C

)

P;>

离心
$P;>

获得的血清标本!经未水浴&

$)^

水浴
$(P;>

&

$)^

水浴
G(P;>

处理后!假阳性率依次降低"

G

$

(%(&

$%结论
"

适当提高离心速度&延长离心时间或增加水浴时间可降低因标本凝固

不全导致的假阳性结果%

关键词"

:8̀

#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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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通常以酶联免疫吸附法$

0.8U"

&检测抗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8̀

&抗体$

:8̀

抗体&#且均以微孔板条为固相#一般

涉及标本收集*保存*试剂准备*加样*温育*洗板*显色*比色和

结果判断等步骤#任一步骤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导致假阳性结

果'

#

(

)为实现不漏检
:8̀

抗体阳性者#同时也对每位受检者

负责#在检测过程中需严格按标准程序进行操作#以确保初筛

工作的质量'

!

(

)笔者通过总结临床工作经验#分析了不同离心

和水浴条件对
0.8U"

检测
:8̀

抗体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于本院进行
:8̀

抗体检测的患者)

?%@

"

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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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0.8U"

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试剂

购自珠海丽珠生物有限公司$批号!

8!((H(K!(

&%

0.X,'((

酶标

仪购自美国
-;E+AM

公司#

/0*,$

型全自动酶标洗板机购自

北京拓普分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U:,!

$

"

&酶标板脱水仪购自

早稻田$北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YW,!(#"

振荡器购自江

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d<7QA,H((

生物安全柜购自利康

生物医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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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以干燥真空采血管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标本#分

别统计
$(((C

"

P;>

离心
$P;>

和
K(((C

"

P;>

离心
&P;>

条件

下获得的血清标本检测结果#以及
$(((C

"

P;>

离心
$P;>

条

件下获得的血清标本未经水浴或不同条件下水浴后的检测结

果)其他操作步骤参考1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假阳性

的判断标准为初筛阳性#但复核试验阴性#或初筛及复核试验

均为阳性#但确认试验为阴性)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3UU#$%(

软件进行完全随机设计两

样本率的
)

! 检验#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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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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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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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试验条件下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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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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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条件对血清标本检测结果的影响

离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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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

'

& 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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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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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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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

P;>

离心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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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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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P;>

条件下获得的血清标本假阳性率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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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条件对血清标本检测结果的影响#

水浴条件
'

假阳性$

'

& 假阳性率$

h

&

未置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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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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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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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均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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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离心
$P;>

后获得%

!

!与未置水浴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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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G

$

(%(&

)

A

"

讨
""

论

造成
0.8U"

检测
:8̀

抗体假阳结果的因素很多#比如操

作不当'

$,K

(

*标本因素'

&,G

(等)一般而言#如检检验科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1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进行操作#可避免因操作

不当造成的假阳性结果)标本因素则包括内源性$类风湿因

子*补体*异嗜性抗体*自身抗体*溶菌酶等&和外源性$标本溶

血*标本被细菌污染*标本凝固不全*反复冻融等&干扰因

素'

),H

(

)厂商在研发试剂时#已考虑内源性因素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基本可避免内源性干扰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G

(

)就外

源性干扰因素而言#本研究中检出的假阳性标本均无溶血*细

菌污染和反复冻融等情况)由于全血标本需
#'

$

!KR

才能完

全凝固#而本院从标本采集到分离血清开始检测所耗时间较

短#全血标本基本上均为完全凝固#因此#笔者认为本研究中的

假阳性结果极有可能与标本凝固不全有关)标本凝固不全时#

离心获得的血清标本中易残留纤维蛋白原成分#导致
0.8U"

测定过程中在微孔中形成纤维蛋白凝块#进而导致假阳性结

果)因此#本科室结合实际情况#考虑通过适当改变离心条件

$离心速度和时间&和水浴条件以避免假阳性结果的出现)

本研究显示#

K(((C

"

P;>

离心
&P;>

和增加水浴时间均可

有效降低假阳性率)适当增加水浴时间和改变离心条件'

#(

(可

促进全血标本充分凝固#有助于避免血清中残留纤维蛋白原#

从而避免纤维蛋白原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考虑到全血标本凝

固程度影响检测结果#笔者建议进行
:8̀

抗体检测时#使用含

有分离胶或促凝剂的试管采集全血标本#因为分离胶能有效分

离血清和纤维蛋白原成分#促凝剂则可加速血液凝固#而促凝

剂作为惰性材料#对标本检测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使用含分离

胶或促凝剂的试管也是有效降低因标本凝固不全导致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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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被动凝集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

0.8U"

$在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价值及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被动凝集

法和
0.8U"

对
#G$$

例疑似肺炎支原体"

*3

$感染患儿进行血清
*38

F

*

检测%结果
"

#G$$

例血清标本中!被动凝集法检测阳

性率为
#)%K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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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0.8U"

检测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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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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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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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被动凝集法检测阳性标本
0.8U"

检测均为阳性#

#$K'

例被动凝集法检测阴性标本中!有
&'

例
0.8U"

检测为阳性!被动凝集

法漏检率为
$%&&_

"

&'

)

#G$$

$%结论
"

被动凝集法用于支原体肺炎疑似患者的初筛!当抗体效价小于
#b#G(

!但临床症状支持

阳性诊断时!需进行
0.8U"

检测以提高检出率!从而避免漏诊%

关键词"支原体肺#

"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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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凝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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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3

&因缺乏细胞壁结构#对治疗肺炎*上呼吸

道感染的一般药物有耐药性#单一青霉素或头孢类抗菌药物治

疗无效#而对大环内酯类敏感#治疗首选药物为阿奇霉素'

#

(

)

为探讨
!

种不同
*3

检测方法在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价值及

临床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G$$

例疑似
*3

感染患儿采用被动

凝集法及酶联免疫吸附法$

0.8U"

&进行
*3

抗体血清学检测#

并进行结果对比分析#报告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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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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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K

月于本院就诊的疑

似
*3

感染患儿
#G$$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个

月到
'

岁#平均
#%H

岁#病程
!

$

K&?

#平均
#!?

)临床诊断
*3

感染的标准为
*38

F

*

阳性*

X

线胸片示肺部不同程度炎性反

应表现*呼吸道症状和$或&体征明显*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治

疗明显有效'

!

(

)

?%@

"

仪器与试剂
"

被动凝集法
*38

F

*

检测试剂盒购自日本

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

*38

F

* 0.8U"

检测试剂盒购自欧蒙

$德国&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A

"

方法
"

采集所有受试者静脉全血#常规离心分离血清后

进行
*38

F

*

检测)被动凝集法及
0.8U"

检测均按试剂说明

书进行所操作)被动凝集法
*38

F

*

效价大于或等于
#b#G(

时判为
*3

感染阳性'

$,K

(

)

0.8U"

检测以标准品的吸光度值

作为未感染人群参考范围上限$临界值&#检测结果低于临界值

时判为阴性#反之判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3UU#$%(

统计分析软件#计数资料

的比较采用
)

! 检验#统计学检验水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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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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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凝集法阳性率为
#)%K_

$

!'&

"

#G$$

&#

0.8U"

检测阳

性率为
!#%(_

$

$K$

"

#G$$

&#两种检测方法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

&#详见表
#

)

&'

例患儿被动凝集法检测

为阴性#但
0.8U"

检测为阳性#以
0.8U"

作为参考方法#被动

凝集法漏检率为
$%&&_

$

&'

"

#G$$

&#该
&'

例患儿经青霉素*头

孢类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改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则疗效显

著#临床综合分析诊断为支原体肺炎)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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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凝集法和
0.8U"

检测结果比较#

'

$

被动凝集法
0.8U"

阴性 阳性
合计

阴性
#!H( &' #$K'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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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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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3

感染多为散发病例#全

年均可发病#以秋冬季为高峰'

&

(

)近年来
*3

感染率逐年上

升#而患者年龄呈下降趋势)

*3

感染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难

以与其他病原微生物感染相鉴别)因此#

*3

感染的实验室诊

断极为重要)

目前
*3

感染血清学检测方法包括冷凝集试验*被动凝集

法*聚合酶链反应$

345

&*

0.8U"

及间接免疫荧光法$

88d

&等)

冷凝集试验特异度及灵敏度均较差'

G,)

(

%

345

操作繁琐#污染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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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BW.7=*A?

!

*7C1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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