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公认的
_-:;

检测鉴定的金标准#但这
%

项技术要求高*

试剂昂贵#不适合普通实验室大量开展'

A

(

)显色培养基是一类

利用微生物自身代谢产生的酶与相应底物反应显色的原理快

速检测*鉴定微生物种类的特殊培养基#直接通过菌落颜色鉴

定#大大减少了检测时间)近年来#国外各种产色培养基被应

用于鉴定
_-:;

#也被直接应用于血培养瓶*伤口脓液*脓肿

的标本检测#

$)

$

%=P

就能检测出
_-:;

'

E0$(

(

#都显示出了高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美国
WJQ544

和德国
UFD#K

等'

$$

(报道#用

产色培养基检测粪便标本中的
_-:;

敏感度高于传统培养方

法)国内张嵘等'

$%

(也报道了用
_-:;98

产色培养基检测和

鉴定
_-:;

的应用价值#但没有用于临床标本直接接种)

根据前
%

年本院临床病原菌的分离及耐药监测数据显示#

%(()

年分离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A'?

为
_-:;

#

%((@

年为

E(?

)本研究作者选择重症医学科*烧伤科*神经外科*肿瘤科

这些
_-:;

高发的临床病区的
@%%

份不同种类标本进行直接

接种在
,PH3I98_-:;

产色培养基上#其原理是培养基中含

有产色底物
&

0

葡萄糖甘酶和抗菌剂头孢西丁#产色底物能使

_-:;

直接呈现绿色菌落#头孢西丁可抑制大多数的非葡萄

球菌和酵母菌)并与常规培养检测方法比较#结果显示
,PH30

I98_-:;

产色培养基阳性率
$=&@?

#常规培养基检测阳性

率
$*&@?

#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产色培养

基可以用于
_-:;

的检测#并且该方法较常规方法缩短
%=P

#

更加简单快速)不同种类标本阳性率不同#其中血培养瓶
%=P

时阳性率一致#用
_-:;

乳胶凝集实验确证产色培养基上绿

色菌落结果显示#对
%=P

出现的绿色菌落
_-:;

符合率

$((?

#

=)P

后出现的绿色菌落经鉴定后
%'?

为
_-:;

#

E'?

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可见#孵育时间较长时#凝

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可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假阳性#应同时加

做血浆凝固酶实验以保证检测的特异性)

作者认为这种能快速鉴定
_-:;

*操作简单*结果可靠的

方法#值得在临床实验室应用)尤其在院内感染暴发#对于尽

快实施控制#防止
_-:;

的播散*调整抗菌剂治疗方案*节约

治疗成本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

(

WMJD

O

g,

#

:M7W

#

UM/7

#

FKJ4&_34F2M4JHF

"

5#FI5343

ON

3L245D50

2J45C34JKFC3LIFKP525445D0HFC5CKJDK:KJ

"

P

N

432322MCJMHFMC5D/J50

RJD

'

^

(

&,45D_52H31534

#

%((=

#

=%

$

$

&!

*(E0*$(&

'

%

(

dHJD2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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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和鉴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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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0($0$$

&

!检验技术与方法!

三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比较

陈秀琼

"广东省东莞市慢性病防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对临床常用的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

/-e:/

(

.79:;

和
/++;

$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探讨各种方法的适用范

围%方法
!

分别用
/-e:/

(

.79:;

和
/++;

三种方法对
%$*

份皮肤科门诊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

检出阳性率
$A&@?

!

.79:;

检出阳性率
%E&%?

!

/++;

检出阳性率
%@&$?

!三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三种方法

各有优(缺点!应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综合运用%

关键词"梅毒#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

$(&*@A@

"

B

&5CCD&$AE*0=$*(&%($%&$=&(%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可

引起全身性损害#临床上可表现为一*二*三期梅毒和潜伏梅

毒)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流动性增加#梅毒又开始

广泛流行#且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本市流动人口数量巨

大#且安全性行为意识淡薄#生殖健康知识缺乏#使得梅毒等性

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早诊断*早治疗对减少梅毒传染源#控制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DK̂ 7J1_F#

!

M̂4

N

%($%

!

3̀4&**

!

S3&$=



梅毒的蔓延有重要意义)梅毒的实验室检测在梅毒诊断中占

有重要地位#是梅毒诊断的重要依据)近年来#梅毒实验室诊

断的血清学方法主要有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实验$

/-e:/

&#

梅毒特异性实验主要为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实验$

/++;

&和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79:;

&)这三种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和

适用范围都存在差异#各有优*缺点#本文对三种方法进行了比

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标本来源于本院皮肤科门诊就诊患者
%$*

例#其中男
$*E

例#女
EA

例%年龄
$)

$

EA

岁#平均年龄
=$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包括酶标仪*洗板机*振荡器*水浴箱

等)

/-e:/

试剂购自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79:;

试

剂购自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试剂购自日本

富士株式会社)

A&C

!

方法
!

每份标本同时用
/-e:/

*

.79:;

和
/++;

三种

方法进行检测#操作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

A&D

!

统计学处理
!

用
:+::$*&(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三种

检测方法阳性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为
I

'

(&('

)用

63DLFHH3D5

检验水准调整法对三种方法两两比较#调整后的检

验水准为
I

'

(&($AE

)

B

!

结
!!

果

B&A

!

每份标本同时用三种方法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三种方法检测结果$

方法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

&

/-e:/ *A $EE $A&@

.79:; ') $'' %E&%

/++; A% $'$ %@&$

!!

$

!

*

%

j@&@E*

#

Ij(&((E

#三种方法阳性率比较)

B&B

!

三种方法之间两两比较结果#见表
%

)

表
%

!!

三种方法两两比较结果

两两比较
*

%

I

/-e:/

与
.79:; A&A(E (&($(

/-e:/

与
/++; )&@'@ (&((*

/++;

与
.79:; (&$)A (&AAE

C

!

讨
!!

论

梅毒侵入人体破坏组织后#组织中的磷脂黏附于螺旋体表

面形成复合抗原)这种复合抗原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产生了

针对类脂质的非特异性抗体和针对梅毒螺旋体抗原的特异性

抗体#对应地#针对检测对象的不同#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也分

为非特异性方法和特异性方法两类)其中#非特异性方法包括

性病研究所实验室实验$

8̀-7

&*不加热血清反应素实验

$

e:-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实验$

-+-

&和
/-e:/

等#

特异性方法包括梅毒螺旋体抗体微量血凝实验$

/+W;

&*

/+0

+;

以及
.79:;

等)

/-e:/

采用牛心肌提取的心磷脂作为抗原#还加入了特

制的甲苯胺红溶液#使
/-e:/

的敏感性优于
8̀-7

*

e:-

和

-+-

'

$

(

#但与特异性方法仍有一定差距)本实验对门诊标本进

行检测#阳性检出率仅为
$A&@?

#明显低于
.79:;

和
/++;

两种方法$表
%

&)此外#因检测的是非特异性抗体#结果中生

物学假阳性较高#除对其他螺旋体感染时出现阳性外#假阳性

还出现在急*慢性感染#妊娠#高丙种球蛋白血症#结缔组织病#

溶血性贫血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出现在老年人和一些

健康人#且多数情况下查不出原因'

%

(

)但
/-e:/

操作简易#

费用低廉#所以常用作梅毒的初筛检查#当
/-e:/

和
/++;

同时检出阳性患者往往是梅毒现症感染者#是临床上可开展治

疗的指标之一)非特异性抗体会随着有效治疗而逐渐降低#因

此#临床上也将
/-e:/

等非特异实验作为疗效观察的指标#

这是特异性实验无法取代的)

梅毒检测的
.79:;

试剂主要采用双抗原夹心法#是将基

因重组表达的纯化抗原包被在微孔板上#用于检测标本中的梅

毒特异性抗体)新一代的
.79:;

试剂是将梅毒各区的优势抗

原通过基因工程连接成一个多标位的嵌合抗原#大大提高了检

测试剂的敏感性)检测结果显示#

.79:;

检出率和
/++;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他学者的报道相符'

*0=

(

)因

.79:;

具有非特异性抗原实验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的优点#又

兼有特异性抗原实验高敏感性和强特异性的特点#还可实现自

动化操作*仪器阅读#使结果更客观*准确#实验结果也便于存

档#利于实验室标准化*实验室管理和大规模标本的筛查)因

此#

.79:;

法常用于大批量标本的筛查)

/++;

是在明胶粒子上包被纯化后梅毒菌株成分#用于检

测标本中的梅毒特异性抗体)

/++;

法排除了
/+W;

法中吸

收剂和稳定剂的影响#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与
/+W;

法同样作为梅毒的确诊实验)但
/++;

法操作繁琐#检测时

间较长#实验原始数据难以保存管理#且成本较高#不适于大批

量的筛选实验)此外#

/++;

法用肉眼判断结果#存在主观误

差#在相邻滴度的判断常与一些弱阳性结果报告存在差异)

综上可以看出#三种检测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临床工

作中应综合运用)现在很多实验室是先以
/-e:/

法等非特

异性方法进行筛选#对疑似感染者再用
/++;

法进行确认)

但由于
/-e:/

法敏感性较低#会造成部分阳性患者漏诊#而

直接用
/++;

法进行筛选则成本较高#所以#可采用高敏感性

和高特异性的
.79:;

法进行筛选#再用
/++;

法复查'

'

(

#既可

控制成本#又可提高结果的准确性)鉴于梅毒血清学实验还存

在其他因素影响#检测结果应结合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才

可进行最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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