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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P

型发病率$

$+*+5

&#与郭莹莹等'

V

(的报道一致)可能与

胎儿红细胞上的
:

型抗原决定簇明显多于
P

型有关'

%

(

)

虽然
(

@

!

抗
#:

$

P

&抗体效价高低与
:Pa#/̀ Y

发病率直

接相关#但是也有个别案例效价结果
(

$&%+

并没有导致
/̀ Y

发生#这可能与新生儿
:

$

P

&抗原的强弱*血型物质的含量*孕

妇胎盘的致密程度及
(

@

!

亚类有关'

2

(

)在本次调查中#另有
%

例孕妇均为二胎#妊娠期间
(

@

!

抗
#:

$

P

&抗体效价均高于

$&%+

#跟踪检测新生儿血型均为
a

型#追溯历史结果发现
%

例

产妇第一胎妊娠期间均在本院行
(

@

!

抗
#:

$

P

&抗体效价检测#

结果与本次一致#均超过
$&%+

#第一胎所生新生儿
:Pa

血型

也为
a

型#与第二胎
:Pa

血型同型#可能因自然界存在广泛

的类
:

或类
P

物质'

$&

(

#并非所有的效价增高均为胎儿抗原的

刺激所致)

:Pa

抗原在孕
'

#

,

周的胎儿身上已经可以检测

出来#但直至出生其抗原发育仍不完全#对于
:Pa

血型不合的

夫妻#即使在妊娠期间检测出
(

@

!

抗
#:

$

P

&抗体效价异常#仍

然没有必要进行特殊的预防性措施#妊娠通常可以在
)2

周左

右结束而分娩'

$$

(

#因此不主张以效价增高而在妊娠期间过度

干预治疗#以免给孕妇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承担药物治疗

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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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酶标结核抗体检测法与金标结核抗体检测法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结核病患者%非结核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均采用酶标法和金标法检测其结核

抗体!对比
)

组两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率'结果
!

金标法测得肺结核患者%非结核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结核抗体阳性

率分别为
4,*,45

%

%*'&5

和
&*&5

$酶标法测得肺结核患者%非结核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结核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V$*,45

%

,*,45

和
+*&5

'结论
!

采用该院酶联试剂的酶标法对患者结核抗体进行检测的敏感度较金标法略高!但存在一定的

假阳性率!临床应同时结合其他指标全面综合分析'

关键词"酶标法$

!

金标法$

!

结核病$

!

结核抗体$

!

诊断

!"#

!

$&*)2,2

"

6

*7889*$,4)#+$)&*%&$4*&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4)#+$)&

"

%&$4

&

&2#$%42#&%

!!

结核病在我国是一种影响较大的传染病#其中以肺结核最

为常见'

$

(

)肺结核诊断主要包括直接涂片镜检*结核菌素试

验*结核菌分离培养*

0"O

技术及
g

线胸片检查等方法)涂片

法虽简单快速#但敏感性低%细菌培养虽能确诊#但时间较

长'

%

(

%

0"O

技术虽快速高效#但检测费用和假阳性率均较高%

胸片检查特异度不够#不能早期诊断)免疫学方法检测血清结

核抗体具有操作简便*费用低廉*准确性高等优点#为比较酶标

法和金标法两种免疫学方法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价值#本研究选

择结核病患者*非结核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别采用这两种方法检测结核抗体#对其阳性率和特

异性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诊治的

结核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设为
:$

组%选择同期非结

核性呼吸道疾病患者
$%&

例作为疾病对照#设为
:%

组%选择

健康体检人员
$&&

例作为健康对照#设为
:)

组)

:$

组$

$%&

例&中#男
4'

例#女
+'

例#年龄
$4

#

V2

岁#平均年龄$

',*2%\

'*$2

&岁#其中肺结核疾病
42

例#结核性胸膜炎疾病
%'

例#结

核性脑膜炎疾病
$,

例)

:%

组$

$%&

例&中#男
44

例#女
+)

例#

年龄
$2

#

V'

岁#平均年龄$

',*,2\'*+'

&岁#其中肺炎疾病
,'

例#急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疾病
+'

例#肺心病
V

例#原发性肺

癌
%

例)

:)

组$

$&&

例&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V4

岁#

平均年龄$

'4*4%\'*+2

&岁)

:$

组*

:%

组及
:)

组研究对象

在基础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具有可比性)

C*D

!

方法
!

在完成
)

组研究对象血样采集后#分别选择金标

法及酶标法对
)

组研究对象血清中的结核抗体实施检测)采

用金标法对样本实施检测过程中#完成加样后#在室温条件下#

规定时间内#由至少
%

位检验人员通过肉眼对实验结果进行认

真观察'

)

(

#尽量避免主观上的差错%采用酶标法实施检测过程

中#完成加样后#在
)4j

水浴实施有效孵育#严格按照说明操

作加酶标*洗涤*显色'

+

(

)最终于酶联免疫分析仪上进行吸光

度分析#获得检验结果)所有操作均按照试剂盒的标准操作规

程严格进行)

C*E

!

统计学处理
!

对于
:$

组*

:%

组及
:)

组研究对象临床

检测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0..$4*&

完成#

检测阳性率比较采用
!

% 检验#

F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D

!

结
!!

果

对于
)

组研究对象分别采用酶标法及金标法完成检测后

发现#

:$

组肺结核患者#采用金标法测得的阳性率为
4,*,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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