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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效果'方法
"

对室间质量评价标本同时进行化学发光法

"

-N/+

%和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

,MM+

%检测$对患者标本!先进行
-N/+

检测!阳性结果进行
,MM+

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

卡片试验"

\M\

%检测!对
-N/+

和
,MM+

结果不一致的标本!进行免疫印迹"

_Y

%法确认'结果
"

!*%

份室间质量评价标本中!

-N/+

敏感性为
!))&)Z

!

-N/+

与
,MM+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份患者标本!

-N/+

与
,MM+

结果不一致的有
"%

份!

其中
_Y

法阳性
*

份'结合
_Y

法结果!

-N/+

阳性符合率
!))&)Z

!

,MM+

阳性符合率
*5&(Z

'结论
"

-N/+

的敏感性与
,MM+

比较有一定优势!且具有操作简便&易于自动化等特点!适用于进行大规模的筛选试验'

关键词"梅毒血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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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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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苍白密螺旋体苍白亚种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

有高度的传染性*近年来#中国梅毒的发病率呈较大的上升趋

势#为了控制梅毒的传播#多数医院规定在手术前'输血前以及

各种创伤性'侵入性操作前必须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

因此#选择一种高度敏感性'高度特异性'方便'快捷且能自动

化的检测方法#有助于梅毒的准确'快捷诊断*目前#常用的梅

毒血清学试验有!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M\

&'不加

热血清 反 应 素 试 验 $

a[\

&'甲 苯 胺 红 不 加 热 血 清 实 验

$

,\a[,

&'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

,MQ+

&'梅毒螺旋体颗粒凝

集试验$

,MM+

&'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M4LN/[+

&*

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N/+

&作为国内新开发的一种检测梅毒

的试剂#由于性能良好'能自动分析#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

床*本研究对
!*%

份室间质量评价标本和
!")(%

份患者血清

标本进行梅毒螺旋体
-N/+

检测#对
-N/+

和
,MM+

结果不一

致的患者标本#进行免疫印迹$

_Y

&法确认*评价
-N/+

检测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福建省临床检验中心
"))5

"

")!!

年的室间

质量评价标本
'%

份#其中
$#

份阳性#将标本行
"

倍'

$

倍稀释

后#与未稀释标本一起共计
!*%

份*

!")(%

份血清标本来自本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患者标本#用真空促凝管采

集静脉血
#DN

#分离血清#

$

"

5R

冰箱保存#

#E

内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N/+

试剂盒购自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M\

试剂盒购自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4

M+

试剂盒购自日本富士株式会社#

_Y

法试剂盒购自德国欧

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QL.-N/K'))

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

"

方法

?&A&?

"

!*%

份室间质量评价标本同时进行
-N/+

和
,MM+

检

测#比较两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

?&A&@

"

!")(%

份患者标本#先进行
-N/+

检测#检测结果阳性

的标本进行
,MM+

和
\M\

检测#分析
-N/+

阳性结果的
[

"

-S

值与
,MM+

'

\M\

的关系*对
-N/+

和
,MM+

结果不一致的标

本#进行
_Y

法确认*检测所用的试剂在有效期内#严格按照

试剂操作说明书操作*

?&B

"

统计学处理
"

用
[M[[!!&)

软件进行配对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份室间质量评价标本中#

-N/+

法检测阳性
!"'

份#

,MM+

阳性
!"!

份#以回报结果为参考#则
-N/+

阳性率为

*(&'(Z

#

,MM+

阳性率为
*#&5)Z

#两种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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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
,MM+

为相对标准#则
-N/+

敏

感性为
!))&)Z

$

!"!

"

!"!

&#特异性为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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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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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患者标本#

-N/+

法检测阳性
()*

份#阳性率

%&5(Z

*

()*

份
-N/+

阳性标本中#

,MM+

阳性
'5$

份#

\M\

阳性
"%"

份*

-N/+

的
[

"

-S

值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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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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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
,MM+

阳性
'%

份#

\M\

阳性
"'

份%

!)

'

[

"

-S

$

")

有
!'"

份#其中

,MM+

阳性
!%(

份#

\M\

阳性
()

份%

[

"

-S

%

")

的
$'"

份#

,M4

M+

均阳性#

\M\

阳性
!%'

份*

-N/+

阳性
[

"

-S

值与
,MM+

'

\M\

检测结果的关系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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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阳性
[

(

-S

值与
,MM+

'

\M\

检测结果的关系

[

"

-S % ,MM+

阳性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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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阳性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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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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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与
,MM+

结果不一致的
"%

份#经
_Y

法检测#阳

性
$

份#其中
!

份含
,M$%

'

,M$(

条带#

"

份含
,M!(

'

,M$(

条

带#

!

份含
,M!(

'

,M$%

'

,M$(

条带#不确定
%

份#均为单条

,M$(

阳性*

!'

份
_Y

法检测阴性的标本经
-N/+

法重新检

测均为阴性*结合
_Y

法结果#则
-N/+

阳性符合率
!))&)Z

#

,MM+

阳性符合率
*5&(Z

*

A

"

讨
""

论

人感染梅毒螺旋体
$

"

!)

周后#可产生抗类脂抗原的非特

异性抗体和抗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

)

#所以用于梅毒血清学

试验有两类!一类是非密螺旋体抗体试验$

K,?+,

&#包括性病

研究实验室$

OT\N

&'

\M\

'

a[\

'

,\a[,

等%另一类是密螺旋

体抗体试验$

,?+,

&#包括
,MQ+

'

,MM+

'

,M4LN/[+

及荧光

密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

V,+4+Y[

&*梅毒的确诊主要依靠特

异性抗体的检测及临床症状*

,M4LN/[+

是用纯化的基因重

组梅毒螺旋体抗原包被和酶标记抗原采用双抗原夹心法检测

血清中相应的特异性抗体的方法#适合大批量操作#但经常遇

到假阳性的情况(

"

)

*

,MM+

是目前国内常用的梅毒血清学确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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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试验#该试验采用的是纯化的致病性梅毒螺旋体$

K1><6@2

株&抗原#其敏感性'特异性均较高#被誉为,证实试验-#但这种

试验并非完美无缺#仍可出现生物学假阳性(

#4$

)

*

-N/+

技术是
LN/[+

技术的新发展#通过化学发光底物取

代传统的显色底物#其特点是酶促增强发光信号#并稳定和延

长发光信号时间#既保持发光免疫分析的高灵敏性#又克服了

传统方法光信号持续时间短的缺点*目前常用的有辣根过氧

化物酶催化鲁米诺发光和碱性磷酸酶催化金刚烷衍生物发光*

-N/+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是近年应用的一种新技术#有报道其

对各期梅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大于
*5&(Z

和
**&*Z

(

%4'

)

*

本研究对大量标本的检测结果显示
-N/+

阳性符合率为

!))&)Z

#高于
,MM+

的
*5&(Z

*对
-N/+

阳性结果的
[

"

-S

值分析#可以看出在
[

"

-S

值低时容易出现
,MM+

的阴性结

果#结合
!'

份
_Y

法确认阴性#再次进行
-N/+

检测也为阴性

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
-N/+

在敏感性方面比
,MM+

有优势#

同时也说明
-N/+

检测中会由于标本处理等原因而存在假阳

性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

_Y

法检测阳性
$

份#其中
!

份含
,M$%

'

,M$(

条带#

"

份含
,M!(

'

,M$(

条带#

!

份含
,M!(

'

,M$%

'

,M$(

条带#不确定
%

份#均为单条
,M$(

阳性*这是由于

-N/+

包被的梅毒抗原是针对
,M!%

'

,M!(

'

,M$(

抗体#而
,M4

M+

采用的是纯化的致病性梅毒螺旋体菌体抗原#针对的是

,M!%

'

,M$%

的抗体#所以当仅有
,M!(

'

,M$(

抗体时#

,MM+

无法出现阳性*有报道
,M$(

为梅毒早期诊断指标(

(

)

#

,M!%

是活动期梅毒标志抗体(

54!)

)

#因此#这
*

份抗体不全型梅毒标

本可能属于早期感染或隐性感染的患者#说明
-N/+

比
,MM+

在早期或隐性梅毒感染中的检测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

-N/+

作为新开发的梅毒抗体检测试剂#在敏

感性上与
,MM+

比较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具有操作简便'易于

自动化'结果判断客观且重复性好的特点#便于进行大规模的

筛选试验*由于
-N/+

也存在个别的假阳性#在临床工作中#

可以将
-N/+

与
\M\

或
,\a[,

进行结合检验#对阳性结果

用
,MM+

进行复查#对于
-N/+

与
,MM+

结果不相符的#用

_Y

法进行确认#以达到最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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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凝集法和
LN/[+

法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及其
/

:

.

'

/

:

]

分型研究

欧阳芳!吴
"

豫!龚跃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检验病理科!南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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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成人呼吸道感染患者中肺炎支原体"

.M

%抗体效价检测和
.M4/

:

.

&

.M4/

:

]

抗体分型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及其在
.M

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分别采用被动颗粒凝集法"

MM+

%&

LN/[+

法检测
%"(

例成人呼吸道感染者的
.M

抗体效价&

.M4/

:

]

和
.M4/

:

.

!对所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
"

经配对
!

" 检验发现!

MM+

法与
LN/[+

法所测得的
.M4/

:

.

结果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W)&)))

%!且结果缺乏一致性"

d;

BB

;W)&"%'

%'而
MM+

法与
LN/[+

法所测得的
.M4/

:

]

结果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W!&)))

%!且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d;

BB

;W)&()"

%'如果将
.M4/

:

.

和"或%

.M4/

:

]

阳性的患者均认为
LN/[+

法检测

阳性!与
MM+

法所报告的
.M

抗体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

%!两种报告方式之间具有更好的一致性"

d;

BB

;W

)&($'

%'结论
"

在成人患者中!诊断
.M

感染不能仅依靠检测
.M4/

:

.

!而应动态检测
.M4/

:

]

或
.M

抗体效价!并结合患者病

史&发病时间&用药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

关键词"支原体!肺炎$

"

被动凝集法$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抗体分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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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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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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