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艾滋病的口腔颌面部表现及
RQY

感染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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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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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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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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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分析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5Q+*

$患者口腔颌面部的临床症状!探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RQY

$感染检

测的有效方法!以早期诊断
RQY

感染和
5Q+*

!为治疗和预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选取该院感染性疾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疑诊
RQY

感染者或
5Q+*

初治患者!回顾性分析其口腔颌面部的临床表现及
RQY

感染的检测方法和结果%

结果
!

RQY

感染和
5Q+*

患者口腔颌面部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口腔念珠菌病&口腔毛状白斑&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卡波西肉瘤&牙周

疾病&溃疡性疾病及其他异常表征%

"!&

份标本初筛均为阳性!免疫印迹"

bN

$确诊
"!=

例!灵敏度
88#(<P

!特异度
!((#((P

!假

阳性率为
(#8"&P

%结论
!

重点关注
RQY

感染者及
5Q+*

患者口腔颌面部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可以为临床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

联合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TQ*5

$与
bN

即可确诊!进而有利于制订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达到控制感染和改善预后的目的%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

口腔#

!

颌面部#

!

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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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5Q+*

&简称艾滋病#是机体感染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RQY

&所致)

!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

,

"(!"

年艾滋病疫情报告-中报道#截止
"(!!

年底#全球存活

的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多达
'=((

万人#

"(!!

年新发感

染
"$(

万人#

5Q+*

相关死亡
!<(

万人)

"

*

'我国法定传染病疫

情报告#至
"(!"

年
!(

月底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共
=8"

!8!

例#存活感染者和患者
&%%("

例)

'

*

#加强对
5Q+*

发病机

制(传播途径(防治措施等研究是人类共同的重大责任'

5Q+*

的口腔症状被公认为是提示
5Q+*

的最早的唯一症状#加强对

5Q+*

患者和
RQY

感染者口腔表征的关注#对其早期发现(识

别(诊断(预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

*

'目前#我国
RQY

实验室诊断主要通过血清学试验检测抗
RQY

抗体#主要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TQ*5

&(胶体金标准法(胶体硒法(明胶吸

附试验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将
UTQ*5

视为
5Q+*

筛查的首选方法)

$

*

'本文笔者观察
5Q+*

患者口腔颌面部的

表现#并对比分析不同检测法检测
RQY

的效能#为早期识别诊

断(制订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进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

高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感染性疾病

科住院部和门诊部收治的
"!&

例疑诊
RQY

感染者及
5Q+*

初

治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其中
$

!

!8

岁
8

例#

"(

!

=(

岁
!"=

例#

=!

!

&(

岁
$&

例#

&!

!

<"

岁
"<

例%本地常住人口
%&

例#外来流动人口
!'(

例'职业分布!个体营业者
%=

例(农民和民工
&'

例(无业人员

=$

例(学生
8

例(其他
!$

例'文化程度分布!文盲
!$

例(小学

"'

例(中学$包含中专&

!($

例(大学及以上$包含大专&

<'

例'

感染途径!性传播
!8"

例#其中异性性传播
!$%

例$包括非婚性

传播
!"&

例(婚内性传播感染
'"

例均为女性&#同性性传播
'=

例均为男性%静脉吸毒
!8

例%输血及母婴传播
$

例'

?#@

!

方法
!

"!&

例患者均于早晨
%

!

((

抽取静脉血
'

!

$3T

#

!$((C

"

32;

离心
!$32;

#吸出上层血浆后保存于
_"([

冰箱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XT.L7@G

!

XF/

H

"(!$

!

Y?/#'&

!

0?#!'

"

基金项目!成都市卫生局资助基金项目$

"(!%"<'"

&'

!

作者简介!庞博#男#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检验医学研究'



中备用#剔除脂血(溶血标本'采用
UTQ*5

进行初步筛查#检

测试剂使用
RQY!a"

型抗体
UTQ*5

诊断试剂盒$双抗原夹心

法#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8("!&

&'检

测时严格执行同一实验室使用同一批号试剂#尽量保证同一实

验人员进行相关的操作和检测#并严格遵循说明书操作流程#

结果为阳性标本送往确诊实验室进一步复查确认'使用

RQY!a"

型$

RQYNT1>"#"

&抗体免疫印迹$

bN

&试剂盒$新

加坡
7)

生物医学亚太私人有限公司#批号
5U8((8

&复查阳

性标本#最终判断是否为
RQY

阳性'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C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口腔颌面部表征
!

"!&

例患者均出现
RQY

相关口腔异

常症状#主要包括!口腔念珠菌病(口腔毛状白斑(单纯疱疹病

毒感染(卡波西肉瘤(牙周疾病(溃疡性疾病及其他异常表征'

@#?#?

!

口腔念珠菌病
!

<%

例口腔念珠菌病#其中红斑型
"!

例(假膜型
""

例(增生型
!8

例(念珠菌性口角炎
!&

例#各临床

分型在腭(舌(背(颊部所占百分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

(#($

&#见表
!

'微生物培养结果提示主要真菌为白色念

珠菌(热带念珠菌(平滑念珠菌'

表
!

!!

口腔念珠菌病部位及临床分型

临床分型 腭部 舌部 背部 颊部 合计

红斑型
& % = ' "!

假膜型
& < $ = ""

增生型
!( = ' " !8

念珠菌性口角炎
!" ! " ! !&

合计
'= "( != !( <%

@#?#@

!

口腔毛状白斑及单纯疱疹病毒感染
!

$%

例口腔毛状

白斑#其中男
="

例(女
!&

例#病损不易擦去#无特殊临床症状'

单纯疱疹性口炎
"8

例#病发之初表现为发热(寒战(乏力等#

!

!

"G

后牙龈(硬腭和口腔内其他部分及唇边缘出现病损#起

初为成簇小水泡#破损后形成不规则糜烂#剧烈疼痛#通常持续

时间
!

!

"

周#其中
$

例继发细菌感染#并结痂覆盖'

@#?#A

!

卡西波肉瘤
!

$

例卡西波肉瘤#均为中青年患者#呈多

发性#皮损可发生于口腔任何部位#无症状性牙龈或软腭红色

或者斑块#其中
!

例为斑点型(

"

例为结节型(

!

例为突起型(

!

例为溃疡型'

@#?#B

!

牙周病
!

"'

例
5Q+*

相关性牙周病#其中
%

例为龈炎#

表现为牙龈线红斑%

$

例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

<

例急性坏死性

牙周炎%

'

例坏死性口炎'

@#?#C

!

溃疡性疾病
!

!=

例溃疡性疾病#其中
8

例为复发性阿

弗他溃疡#口腔非角化黏膜出现单个或者多个反复发作的圆形

或者卵圆形疼痛性溃疡#无明确的致痛因素#主要表现为重型

和疱疹样损伤%

$

例为非特异性溃疡#多发于腭部和咽部#临床

表现和复发性阿弗他溃疡不同且未检出细菌(真菌(病毒等病

原体'

@#?#D

!

其他异常表征
!

'

例为持久性弥漫性淋巴腺病#多表

现为双侧耳后及上颈淋巴结肿大'

"

例为非霍杰金淋巴瘤#初

始表现为无痛性颈(锁骨上淋巴结肿大#随着病情的进展向远

处扩散#多发生于软腭(牙龈(舌根等部位#固定且具弹性的红

色或者紫色肿块#可伴溃疡'

'

例为口腔疣#表现为口腔黏膜

中出现疣状肿块'

!

例为颏麻木综合征#表现为突发性单侧或

者双侧神经分布区麻木#无明显诱因的全口牙痛#颏部感觉

异常'

@#@

!

检测结果
!

"!&

份标本初筛均为阳性#

bN

确证
"!=

例阳

性#灵敏度为
88#(<P

#特异度为
!((#((P

#假阳性率为

(#8"&P

'

A

!

讨
!!

论

RQY

感染病程中#皮肤黏膜损害是患者常见的临床表

现)

&

*

'据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报道#

5Q+*

相关的皮肤黏膜损

害病变发生率高达
&&#<

!

8(#(P

#其中约有
'(#(P

!

%(#(P

的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存在口腔颌面部异常症状)

<,!!

*

'

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在
5Q+*

发病前
!

!

=

年内#绝大多数患者

首发症状均为口腔病损#此为早期发现识别(诊断
RQY

感染的

重要指征'

RQY

感染和
5Q+*

患者免疫力下降#

RQY

广泛侵犯
S+=

a

及
S+%

a

>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从而导致机体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严重降低#防御各种机会感染的屏障被破

坏#口腔念珠菌感染致病)

!"

*

'同时#

5Q+*

患者从
RQY

感染至

发病存在很长的无症状潜伏期#患者免疫功能逐日下降#非特

异性感染危险性增高#口腔长期反复受到细菌(真菌感染而破

坏其黏膜的完整性#为真菌的繁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之近

年来抗菌药物的大量应用#破坏口腔正常菌群#增加机会感染

率)

!',!=

*

'口腔黏膜郎罕斯细胞能表达
S+=

a

>

淋巴细胞表面

受体#是
RQY

感染的靶细胞#机体一旦感染
RQY

则会减少口

腔黏膜郎罕斯细胞数目#阻止其抗原处理和呈递功能#进而破

坏口腔黏膜局部免疫监控系统#增加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概

率)

!$

*

'研究证实#

UN

病毒和
RQY

病毒在黏膜上皮中具有协

同作用#是口腔毛状白斑致病的主要因素#单纯疱疹病毒感染

则会发生单纯疱疹性口炎)

!&

*

'

O.

B

?:2

肉瘤是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最为常见的一种

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
''#''P

#进展快#病情危重#

"

年生存率

低#不足
"(P

#部分临床医师认为对于未应用过免疫抑制剂的

患者如果发生
O.

B

?:2

肉瘤则可确诊为
5Q+*

)

!<

*

'急性坏死性

牙周炎是临床监测
RQY

感染者全身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也

为早期识别
RQY

感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RQY

相关牙周

病最常见的依旧为普通的牙周病#主要表现为牙龈炎(附着丧

失(牙龈退缩(牙周脓肿等#部分患者表现为非典型牙周病#免

疫抑制严重的患者病情更为严重'但是目前#关于
RQY

患者

牙周炎的病机尚不明确#众多学者(专家认为可能和患者免疫

抑制密切相关)

!%

*

'溃疡性疾病主要为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和非

特异性溃疡#均和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免疫抑制密切相

关#和
S+=

a及
S+%

a

>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等介导

的免疫反应及自身免疫反应有关#和
5Q+*

病程进展存在一定

联系'持久性弥漫性淋巴腺病在
5Q+*

初期极易被忽略#但是

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和全身淋巴结病则具有诊断意义'另外#颏

麻木综合征虽并非
5Q+*

常见的临床症状#但其具有诊断

意义)

!8

*

'

现今#

RQY

感染者和
5Q+*

患者越来越多#其蔓延速度相

比于十年前更为迅猛#已经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卫生问题'

鉴于
5Q+*

患者口腔颌面部症状为早期识别(诊断
RQY

感染

的重要依据#由此#在临床诊疗中要重点关注口腔症状患者

RQY

的筛查#及早发现
RQY

感染#制订有效的防治措施'

RQY

感染可通过检测
RQY

特异性抗原(抗体(核酸或者

病毒分离培养确定#临床常规采用血清检测抗体#首先利用高

灵敏度的
UTQ*5

进行筛查#最大可能发现所有
RQY

抗体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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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后再利用高特异度的方法确认阳性反应标本#排除假阳

性#得出最终的诊断结果'

UTQ*5

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筛查
RQY

抗体的方法#已经

证实其具有准确度高(结果客观标准且易记录和保存的特征#

其基本原理)

"(

*

!$

!

&抗原或抗体与固相载体结合#保持其免疫

活性%$

"

&抗原或抗体和某种酶形成酶标抗原或抗体#保持其免

疫活性和酶的活性'$

'

&可进行定量或者定性分析'但是众多

研究报道#

RQY

病毒抗原和其他逆转录病毒存在交叉反应#

RQY

感染淋巴细胞抗原和部分人血清中人类组织相容性抗

原(抗体有交叉反应#依旧存在假阳性'

UTQ*5

检测试剂经过

"(

多年的发展已经从第
!

代发展至第
=

代#从起初间接法发

展至双抗原夹心法#从单纯抗体检测到抗原和抗体检测#从单

一
RQY

亚型检测至
RQY,!7

群(

m

群和
RQY,"

检测#从单纯

血液检测到唾液(尿液(干血斑标本检测#

UTQ*5

检测技术不

断成熟完善#在临床中被广泛应用)

"(

*

'

临床上除了
UTQ*5

检测法尚有多种快速且操作简单的方

法#如凝集试验(层析试验$颗粒凝集试验(膜反应浓缩试验及

免疫层析试验&(渗滤试验等#使用的标记物为胶体金(胶体硒

等#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上述检测方法也逐渐趋于完善#其中

胶体硒法的灵敏度和
UTQ*5

法相近#能降低
RQY

阳性漏检

率#排除初筛时造成的假阳性#有效降低成本#节约医疗资源#

同时其操作简便#无需特殊的检测仪器#报告结果快#尤其适用

于急诊(手术室(意外暴露等情况'筛查阳性者必须要经特异

度更高的检测方法再次复查后方能确诊#最常用的方法为

bN

(免疫荧光(条带免疫试验(放射免疫沉淀试验#其中首选

bN

#基本原理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被检测物为蛋白质#

.探针/为抗体#.显色/用标志的双抗#根据硝酸纤维素条膜特

异性
RQY

抗原位置上出现的带型不同进而判断
RQY

抗体为

阳性(阴性或者不确定#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诊断
RQY

抗体阳

性的标准不一致#但是均要求出现至少
!

条
RQY@;M

抗原

带)

"!

*

'

UTQ*5

联合
bN

已经被公认为是国际上检测
RQY

抗

体的金标准)

""

*

#并随者
UTQ*5

试剂的不断更新和改进#其可

靠性不断增强#但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
bN

试剂价

格高昂(检测成本高#实验条件和人员技术水平要求极高(检测

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受检者未能及时得到检测结果#极大程

度限制
5Q+*

传播的有效防控#故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替代

bN

的检测方法#早期使用
UTQ*5

和快速试剂组合检测#有研

究报道#快速试剂联合
B

"=

抗原检测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替代检

测方案)

"'

*

'

综上所述#

RQY

感染和
5Q+*

重在预防#重点关注口腔病

损患者
RQY

的筛查#早期识别和诊断
RQY

感染和
5Q+*

#为早

期治疗和预防提供参考#进而促进疗效的提高#控制
5Q+*

进

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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