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汁进行
Y/U0P$%

检测#但相对
-&RV%

而言#

Y/U0P$%

检测

操作繁琐#许多医疗单位受检测条件所限#不能开展此项检测#

而且乳汁
Y/U0P$%

检测阳性率及拷贝数也低于血清'

,

(

)另

一种评价母乳喂养安全性的方法是采用
-&RV%

检测乳汁中的

Y/!%

I

#该项检测操作简单#但乳汁具有易稀释性+乳糜微粒

可引起屏蔽效应等因素直接影响
-&RV%

对
Y/!%

I

的检测结

果#使检测的灵敏度降低)因此如何提高
-&RV%

检测乳汁

Y/!%

I

的阳性检出率值得探讨)

为了部分去除乳汁中的脂质#以减少乳糜微粒的屏蔽效

应#本研究参照陈铭等'

+

(提出的方法#将乳汁标本在
8]

条件

下放置过夜#使乳汁分为三层#上层以脂质为主#下层为沉淀

物#中间层乳汁则可用于检测)振动式孵育有助于促进孵育过

程中抗原与抗体的结合)毛焱等'

8

(探讨了振动式孵育在脂浊

血清标本
Y/!%

I

检测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振动式孵

育检测的
\P

值及阳性率均高于静置式孵育)薛艳等'

)

(的研

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但该项研究同时还发现#中间层乳汁

与未处理乳汁的阳性检出率相近#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
Y/U0

T

在上+中+下三层乳汁中分布不均#确切原因则有待进一步

探讨)

-&RV%

法检测
Y/!%

I

+

Y/<%

I

+

:><V1

的原理均为双抗体

夹心法#而振动式孵育正是通过促进抗原与包被抗体和酶标抗

体的结合#从而使反应体系的
\P

值明显上升#同时也提高了

阳性检出率)本研究结果显示#振动式孵育检测的
\P

值高于

静置式孵育#且尽管中等稀释度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的
\P

值差

值较大#但变化率随着稀释倍数的增加而增高#原因可能在于

稀释倍数较低#即抗原浓度较高时#采用两种孵育条件均可使

酶标抗体充分结合抗原#加上酶的高催化效率#底物显色完全#

\P

值处于平台期#因此两种孵育方法检测的
\P

值较为接近&

而在稀释倍数较高时#振动式孵育增加了抗原与抗体的结合

率#酶标抗体结合较多#因而两种方法检测
\P

值差距增大)

由于
Y/!%

I

检测的临界值$

.O=0\HH

值%较恒定#因此标本
\P

值升高必然可提高阳性检出率)

本研究中#

@9

例乳汁标本#静置式孵育
Y/!%

I

阳性检出

率为
+8A1@B

#振动式孵育为
81A@@B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值得关注的是#血清
Y/<%

I

$

f

%和$或%

:><V1

$

f

%产妇的乳汁
Y/!%

I

检测阳性率接近
1**B

#提示血

清
Y/<%

I

$

f

%和$或%

:><V1

$

f

%产妇应尽量采用奶粉喂养新

生儿)乳汁中的待检抗原被稀释及乳糜微粒的屏蔽效应是客

观存在的#因此即使检测结果为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传染的可

能)母乳喂养有较多的优势#因此对于血清
Y/!%

I

$

f

%+

Y/<%

I

$

f

%和$或%

:><V1

$

f

%的产妇#应尽可能进行乳汁

Y/U0T

和
Y/U0P$%

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否采用母

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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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洗板方法对
-&RV%

检测结果的影响

黄传政!姚春红!邓建平$

"湖北省黄石市爱康医院检验科!湖北黄石
8+)***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

种洗板方法对酶联免疫吸附法"

-&RV%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Y/!%

I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洗

板机法操作步骤为采用洗板机洗板
)

次$改进洗板法为先用洗板机洗板
8

次!拍干后再用纯净水冲淋
,

次$采用
,

种方法对
9+8

例标本进行第
1

次检测$采用
,

种洗板方法对第
1

次检出的弱阳性标本进行第
,

次检测$结果
!

,

种方法第
1

次检测的阳性标

本检出例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8A9(

!

!

#

*A*)

#$第
1

次检测共检出
+9

例弱阳性标本$

,

种方法对
+9

例弱阳性标本进

行第
,

次检测!阳性标本检出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A*(

!

!

%

*A*)

#$结论
!

需进行大批量标本检测时!采用改进洗

板法优于洗板机法!更有利于避免假阳性结果$

关键词"酶联免疫吸附法&

!

洗板机&

!

弱阳性

!"#

!

1*A+9(9

"

D

A"!!5A1(@+081+*A,*1)A*C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81+*

"

,*1)

#

*C011)80*,

!!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

-&RV%

%操作简单#检测特异度和灵

敏度较高#但影响因素较多#如标本前处理+加样+温育+洗板

等)此外#虽然
-&RV%

检测操作过程中的洗板过程不涉及任

何反应#却也同样对检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108

(

)笔者分析

了不同洗板方式对大量标本和少量弱阳性标本检测结果的影

响)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AC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于本院体检中心

接受招工及单位体检的人员
9+8

例)

CAD

!

仪器与试剂
!

P$[09(,*%

型洗板机购自北京普朗新技

术有限公司#

TW+

型酶标仪购自芬兰雷勃公司)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

Y/!%

I

%

-&RV%

诊断试剂盒购自英科新创$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1+*@,1

#有效期
,*18*1,*

%#包括阴+阳

性对照品及浓缩洗涤液)

Y/!%

I

质控品购自湖北省临检中

心#浓度为
15

I

"

&

)

CAE

!

方法

*

+)1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8

月第
+(

卷第
C

期
!

R5=S&4?T<K

!

%

G

>"7,*1)

!

U37A+(

!

$3AC



CAEAC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采用不含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采集

体检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6&

#常规离心后分离血清标本并冷

藏保存)

CAEAD

!

洗板方式设定
!

$

1

%洗板方式
1

$洗板机法%!参照试剂

盒说明书的要求#按
1c,*

的比例稀释浓缩洗涤液&完成反应

步骤的反应板在洗板机上洗涤
)

次后#在干净的滤纸上拍干&

显色后采用酶标仪读板#同时肉眼观察结果)$

,

%洗板方式
,

$改进洗板法%!按前述方法将完成反应步骤的反应板洗板
8

次#然后采用纯净水冲淋反应板
,

次)将微孔板正面倾斜

(*s

&

C*s

#采用适中的水流量逐列冲淋反应板'

)

(

)冲淋完成后

迅速甩干#然后用同样方法再冲淋
1

次#在干净的滤纸上拍干

反应板)显色后采用酶标仪读板#同时肉眼观察结果)

CAEAE

!

标本检测
!

按批次取出冷藏血清标本#常规复温#由
,

名检验人员在
+K

以内分别采用上述
,

种洗板方式对
9+8

例

标本进行
Y/!%

I

检测)对于第
1

次检测检出的弱阳性标本

$光密度值
*A1*)

&

*A8,

%#由
1

名检验人员在
1K

以内采用上

述
,

种洗板方式进行第
,

次检测)比较各批次检测结果的

差异)

CA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VV11A)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A*)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AC

!

第
1

次检测结果比较
!

洗板机法和改进洗板法检测
9+8

例标本#分别检出
Y/!%

I

阳性标本
C@

和
(1

例)

'

, 检验结果

显示#阳性标本检出例数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8A9(

#

!

#

*A*)

%)不同方法
Y/!%

I

第
1

次检测结果见表
1

)

表
1

!!

不同方法
Y/!%

I

第
1

次检测结果$

*

%

洗板机法
改进洗板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 ,( C@

阴性
* C8@ C8@

合计
(1 C@+ 9+8

DAD

!

第
,

次检测结果比较
!

,

种方法第
1

次检测共检出
Y/0

!%

I

弱阳性标本
+9

例#其中包括第
1

次洗板机法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
1+

例#改进洗板法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

例标本)

+9

例标本进行第
,

次检测#洗板机法检出阳性标本
18

例#改进洗

板法检出阳性标本
1+

例)

'

, 检验结果显示#

,

种方法第
,

次

检测阳性标本检出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A*(

#

!

%

*A*)

%)不同方法
Y/!%

I

第
,

次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方法
Y/!%

I

第
,

次检测结果$

5

%

洗板机法
改进洗板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 1 18

阴性
* ,) ,)

合计
1+ ,( +9

E

!

讨
!!

论

!!

在
-&RV%

检测过程中#洗板的目的是去除未结合的酶结

合物#但又不能将已结合的酶标记物质洗脱下来'

(

(

)常用的

-&RV%

洗板方法包括洗板机法和手工洗板法)由于
-&RV%

检测灵敏度较高#而灵敏度和特异度不可能同时达到
1**B

#

因此多种因素对
-&RV%

检测结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标

本溶血+血清标本中存在纤维蛋白凝块+加样过程中混入红细

胞+加样时间过长等'

)

(

)此外#除了仪器+试剂+环境+标本等客

观因素外#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质量意识等主观因素也极易

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01*

(

)

在本研究的第
1

次检测中#由于标本量大#需由
,

名检验

人员耗时
+K

完成检测#期间有可能为了提高检测速度#忽略

了标本的预处理#导致部分血清标本存在细小的纤维蛋白凝

块#或者未能将酶结合物和$或%显色剂滴加到反应孔正底部#

而是挂在相邻反应孔交界处)此外#采用洗板机洗板时#吸液

针极易被微小凝块堵塞#无法彻底吸取反应体系或洗涤液)而

且#洗板机无法吸取微小的纤维蛋白凝块和反应孔边缘的酶结

合物#容易导致假阳性结果)本研究中的改进洗板法首先采用

洗板机洗涤
8

次#然后以纯净水温和冲淋反应板
,

次#不仅有

助于洗去反应孔内未结合的酶结合物#也便于洗去反应孔边缘

附着的酶结合物#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假阳性结果的出现)

在进行第
,

次检测时#由
1

名检验人员采用
,

种方法完成

+9

例弱阳性标本的检测#标本预处理+加样+洗板等操作步骤

均细致+规范#符合要求#因此
,

种方法阳性标本检出例数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在
+9

例弱阳性标本中#包括

第
1

次洗板机法检测结果为阳性而改进洗板法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
,(

例标本)在第
,

次检测中#上述
,(

例标本洗板机法检

出阴性标本
,)

例#阳性标本
1

例#说明第
1

次和第
,

次洗板机

法检测结果符合性较差#而改进洗板法第
1

次与第
,

次检测结

果符合性较好)

综上所述#在
-&RV%

检测工作中#只要严格规范操作过

程#采用本文提出的
,

种洗板方法都能得到正确的检测结果#

洗板机法和改进洗板法在检测结果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然而#在需要进行大批量标本检测时#采用改进洗板法可以克

服加样不当和洗板机保养不当等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地避免

假阳性结果#明显优于洗板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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