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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VWV

'

7W!TLPK"

'

7WW"

试验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丁
!

静!王
!

泉!王庆国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VWV

$'梅毒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7W!TLPK"

$'梅毒明胶凝集试验"

7WW"

$

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制定结合实际的梅毒血清学筛选检测方案%方法
!

采用
VWV

'

7W!TLPK"

'

7WW"

试验检测
$1)

例梅毒患

者!其中临床一期现症梅毒患者
&.$

例!既往梅毒感染而无临床症状患者
'$*

例!同时检测健康体检者
#'

例!

VWV

阳性患者采用

血清倍比稀释检测!报告最高稀释度%结果
!

在
$1)

例梅毒患者中!

7WW"

阳性
$'.

例!

TLPK"

阳性
$'*

例!

VWV

阳性
'16

例%在

$

例
7W!TLPK"

阴性患者中!

7WW"

检测均为阳性!对样本稀释后再检测
7W!TLPK"

!结果有
1

例阳性!这
1

例患者
VWV

检测均为

高滴度现症一期梅毒患者%在
#'

例健康体检者中!

VWV

和
7W!TLPK"

各有
&

例阳性!

7WW"

全部为阴性%

1

种不同检测方法的

灵敏度(

7WW"

(

7W!TLPK"

(

VWV

!且敏感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方法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均高于单一方法!

其独立检测的特异度均高于
%.M

%结论
!

7W!TLPK"

'

7WW"

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7W!TLPK"

适合筛选试验!

7WW"

适合复

检确认!

VWV

可判断是否为现症患者!并用于观察梅毒治疗及预后!不同方法互相补充才能提供科学的实验结果%

关键词"梅毒螺旋体#

!

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梅毒明胶凝集试验

!"#

!

&)(1%*%

"

2

(3445(&*61!$&1)(')&*()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1!$&1)

"

')&*

$

)6!)%%6!)'

!!

近年来#梅毒发病率在我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人是

梅毒的唯一宿主#其病程漫长)症状复杂#实验室检测成为梅毒

诊断的重要依据'

&!'

(

*为了选择敏感性高)特异性好)操作简单

等临床检测方法#本研究通过评价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

VWV

%)梅毒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7W!TLPK"

%)梅毒明胶凝

集试验$

7WW"

%

1

种检测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以期更好)更

快)更准确辅助诊断)治疗和控制梅毒#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徐州第一

医院性病中心就诊的
$1)

例临床梅毒患者#其中现症
&

期梅毒

患者
&.$

例#既往感染无临床症状复检者
'$*

例$梅毒诊断参

照
&%%#

年卫生部防疫司颁布的梅毒诊断标准'

1

(

%#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6'

岁*

#'

例健康体检者排除内)外科疾

病#从体检科随机抽取#年龄
')

"

6.

岁*

@(A

!

仪器与试剂
!

VWV

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7WW"

试剂由日本富士瑞欧株式会社提供#

%*

孔选用瑞必欧

生产的原装
X

形板&

TLPK"

试剂购于北京万泰生物技术公司&

梅毒质控血清$

&J,X

%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仪器为

UPS!V"N*.)

酶标仪和
f7!>=4+

/

全自动洗板机*

@(B

!

检测方法
!

7WW"

试验在
X

形板上用稀释液将每份血

清样本作倍比稀释#加致敏粒子孔大于或等于
&k.)

凝集为阳

性&

7W!TLPK"

检测采用酶标仪
$#)5G

读取吸光度$

"

值%#

"

小于临界值为阴性#

"

大于或等于临界值为阳性&

VWV

可作半

定量试验#以定性试验结果进行统计#所有检测步骤严格按说

明书进行*

@(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KWKK&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VWV

与
7W!TLPK"

)

7WW"

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比较采用
.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7WW"

)

7W!TLPK"

)

VWV

检测结果
!

#'

例健康体检者中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6

卷第
6

期
!

P5;RL=F0:C

!

"

A

?3@')&*

!

[8@(16

!

J8(6



出现
&

例
VWV

和
7W!TLPK

同时阳性#而
7WW"

为阴性*在

$1)

例梅毒患者中#

7WW"

阳性
$'.

例#

TLPK"

阳性
$'*

例#

VWV

阳性
')6

例*在
$

例
7W!TLPK"

阴性患者中#

7WW"

检测

均为阳性#对样本稀释后再检测
7W!TLPK"

#结果有
1

例阳性#

这
1

例患者
VWV

检测均为高滴度现症
&

期梅毒患者*有
'

例

现症
&

期梅毒患者
7WW"

结果为阴性#

'

周后复检为阳性#临

床反馈为新近感染&

7WW"

阳性而
VWV

阴性患者共
''1

例#经

与临床沟通#均为既往梅毒感染者*

&

例现症
&

期梅毒患者为

VWV

阴性#临床反馈进行复检#该标本经
&k.

稀释后检测为

阳性#其余
&.1

例现症
&

期梅毒患者
VWV

检测均为阳性*

#)

例健康体检者
VWV

和
7W!TLPK"

各有
&

例阳性#

7WW"

全部

为阴性*

表
&

!!

$1)

例梅毒患者
7WW"

'

7W!TLPK"

'

VWV

!!!

检测结果#

'

$

M

%&

方法 阳性 阴性

7WW" $'.

$

%%(#

%

'

$

)(#

%

7W!TLPK" $'*

$

%%(&

%

$

$

)(%

%

VWV '16

$

##(&

%

&%1

$

$$(%

%

A(A

!

VWV

)

7W!TLPK"

)

7WW"

检测方法的综合评价
!

1

种不

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
7WW"

(

7W!TLPK"

(

VWV

#

VWV

与
7W!

TLPK"

)

7WW"

方法的灵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W!TLPK"

与
7WW"

方法的灵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不同方法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均高于单一方

法*独立检测的特异度均高于
%.M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方法的综合评价#见表
'

*

表
'

!!

1

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综合评价$

M

%

指标
VWV 7W!TLPK" 7WW"

VWVi7W!

TLPK"

VWVi

7WW"

灵敏度
##() %%(& %%(# %%(. %%(.

特异度
%.(. %.(. &))() %6(# %6(#

正确指数
#1(. %6(% %%(# %6(1 %6(1

B

!

讨
!!

论

!!

人体感染梅毒后会产生
'

种抗体#一类是对类脂的抗体#

此类抗体是梅毒螺旋体破坏人体组织过程中在体内释放出一

种抗原性心磷脂#可以刺激机体产生反应素#该反应素与从牛

心中提取的心磷脂在体外可发生抗原抗体反应#该抗体因不直

接针对梅毒螺旋体#因此无特异性'

$

(

*另一类为抗梅毒螺旋体

的特异性抗体#此抗体由病原体产生*

VWV

方法是以心磷脂加入活性炭组成的复合物为抗原#

结果容易判断*根据
&.$

例
&

期现症梅毒患者检测结果#梅毒

在人体内感染活动的程度基本与
VWV

半定量试验成正比例#

若梅毒复发后再感染则其定量实验的滴度亦相应增高#因此

VWV

能观察治疗效果)复发或再感染#与一些报道基本一

致'

#!*

(

*在分析
$1)

例梅毒患者检测结果时#有
&

例临床反馈

为
&

期现症梅毒而
VWV

为阴性#经分析#此标本中抗体过量#

导致前带现象'

6

(

#结果肉眼很难判断而出现假阴性*这种情况

出现时就要加大血清稀释倍数#同时要注意和其他检测方法相

结合#加强和临床联系复检#避免错误报告发出*

7W!TLPK"

既可单独检测
P

<

/

或
P

<

0

#也可以用双抗原夹心法同时检测

P

<

/

)

P

<

0

*笔者发现
$1)

例梅毒患者中
VWV

检测为高稀释度

阳性而
7W!TLPK"

结果为阴性标本为
1

例#这
1

例经
7WW"

检

测全部均为阳性#没有发现
7W!TLPK"

为阳性而
7WW"

为阴

性的病例*接着把这
1

例标本都用生理盐水做了倍比稀释再

次检测
7W!TLPK"

#均为阳性#说明这
1

例标本的结果是因为

.钩状效应/而产生了假阴性#.二步法/的
7W!TLPK"

并没有象

理论推测那样能解决.钩状效应/的问题'

.

(

*笔者还发现这
1

例出现.钩状效应/的标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
SN

(

)(&

且小

于临界值#结果虽判为阴性#但并不是绝大多数阴性标本那样

SN

$

)(&

*

&

例
7W!TLPK"

假阳性体检者#可能产生
P

<

/

和

P

<

0

类抗体*因此#仅仅凭借其阳性结果就诊断为梅毒#尤其

是无症状的老人#显然是不正确#亦与一些研究相符'

%!&)

(

*根

据
'$*

例既往感染无临床症状患者
7WW"

检测结果#此抗体

在体内持续存在#不易转阴#也不随病程发展和治疗的好坏而

变化*

$1)

梅毒患者中#有
'

例
&

期现症梅毒患者首次检查出

现阴性#隔
'

周重新复查为阳性#说明该法对梅毒患者的检出

率与患者血清中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含量有关#当患者血

清抗体的含量低于试剂检测限时#就有可能出现假阴性*

7W!

W"

试剂稳定)批间差小)结果判断分析明确#同时因具有倍比

稀释操作#从理论上可以排除.钩状效应/#且也未见此现象的

报道*

7WW"

)

7W!TLPK"

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应采用操作较

为简单的
7W!TLPK"

法进行初筛#可提高梅毒抗体检出率&用

7WW"

作复检试验#可排除假阳性&

VWV

检测可判断是否为现

症患者#并用其观察疗效和预后*

1

种方法在临床上的意义不

同#应相互补充)比较#才能为临床提供更为科学和准确的结

果#更好地早期检测和控制梅毒疾病*

参考文献

'

&

( 羊海涛#傅更锋#徐晓琴#等
(

江苏省梅毒检测实验室发展现状及

分析'

R

(

(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

#

'.

$

&)

%!

6).!6&)(

'

'

( 楚承霞#魏骢#李涛#等
(

昆明市医疗机构梅毒检测实验室现状调

查'

R

(

(

皮肤病与性病#

')&'

#

1$

$

1

%!

1*)!1*&(

'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梅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K

(

(

北京!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

/U&#%6$(

'

$

( 李丹#崔巍#高伟
(

血清中梅毒抗体检测的研究进展'

R

(

(

内蒙古医

学杂志#

')&)

#

$'

$

1

%!

1'&!1'1(

'

#

( 王珍光#郭建巍#马骢#等
(

梅毒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研究'

R

(#现

代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1!&##(

'

*

(

f:85

<

K3E

#

-3G

#

R:+885

#

:;=@(,8G

A

=?34858B

\

D=5;3;=;39:?:4D@;4

=G85

<

;>8=D;8G=;:CV=

A

3CW@=4G=V:=

<

35

$

VWV

%

=44=

H

4=5C=

G=5D=@VWV;:4;

'

R

(

(-8?:=5RL=F8?=;8?

H

0:C

#

'))%

#

'%

$

$

%!

11&!

116(

'

6

( 孙中文
(

免疫检验技术'

0

(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

.

( 武雨霖#阮森林#王敏敏
(

梅毒螺旋体感染实验室诊断方法研究进

展'

R

(

(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1

#

'#

$

'

%!

').!'&)(

'

%

( 李娜#王珍光#荣扬
(

老年人群梅毒抗体血清学检测结果的分析

'

R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

1$

$

&*

%!

'&.%!'&%)(

'

&)

(

Q=5

<

77

#

L3h

#

fDRf

#

:;=@("

AA

@3E=;3858B7VXK7

#

7W!TLPK"

=5C7WW"35;+:4:?8@8

<

3E8B4

HA

+3@34

'

R

(

(J=;385=@R"5C?8@

#

')&'

#

&.

$

&&

%!

&)')!&)''(

$收稿日期!

')&#!&&!1)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6

卷第
6

期
!

P5;RL=F0:C

!

"

A

?3@')&*

!

[8@(16

!

J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