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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若干疾病在使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时的干扰情况$方法
!

收集
&&#

例
(

种感染不同疾病

的标本和
%##

例临床随机标本!共
"&#

例标本使用雅培
/YDLJ2[D2+%###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和罗氏

5)#%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同时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标本使用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2@@/

#进行确认$结果
!

两台仪器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标本共有
1

例!

2@@/

确认
1

例标本均为阴性!

!

例均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标本$结论
!

"

&

#雅培

/YDLJ2[D2+%###

和罗氏
5)#%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一致性较好&"

%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使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

体时可能存在干扰!而造成假阳性结果!日常检验工作需警惕$

关键词"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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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属苍白螺旋体苍白亚种%通过性接触或血液途

径传染#亦可发生母婴传播#易造成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全

身各组织器官的病变#危及生命#并可使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

险性增加
"

!

1

倍#是一种危害十分严重的慢性传染病)

&

*

'当

患者感染梅毒螺旋体后
"

!

!

周#可在血液中检出针对梅毒螺

旋体特异性抗体#并在治疗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可检出#梅毒

螺旋体抗体是梅毒感染和监测的主要标志#检测梅毒螺旋体抗

体有助于诊断'由于梅毒能与
LJE

相互协同#梅毒螺旋体

$

2@

%感染显著地加大了感染和传播
LJE

的风险#也使得梅毒

患者的临床病情和血清抗体变化更趋复杂)

%.!

*

&血清学检测是

目前梅毒诊断的主要方法#随着标本量的增加#检测梅毒螺旋

体抗体的患者自身也存在个体差异#检测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

要#同时为了能够更准确的发放报告#减少错误报告的发放#为

患者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现探讨若干疾病在使用两台不同仪器

的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时的干扰情况及一致性符

合率'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临床疾病确诊的标本
&&#

例#按不

同疾病进行分组#

/

组!

LZE

感染者标本
&#

例#

Z

组!

LDE

感

染者标本
&#

例#

D

组!

LJE

感染者标本
&#

例#

G

组!

[Z

病毒感

染者标本
&#

例#

[

组!自身免疫病标本
&#

例#

e

组!妊娠标本

&#

例#

\

组!淋巴瘤标本
%#

例#

L

组!多发性骨髓瘤标本
%#

例#

J

组!其他肿瘤标本
&#

例'收集检验科做.术前感染四项/

检测的随机标本
%##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标本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及门诊患者#及时分离血清'

@'A

!

仪器与试剂
!

/YDLJ2[D2+%###

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均采用美国雅培公司产品'罗氏
5)#%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其配套试剂均采用德国罗氏公司产品'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2@@/

%检测试剂盒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

式会社产品'

@'B

!

方法
!

使用配套质控检测仪器#质控在控的前提下#所有

血清标本分别使用雅培仪器
+%###

和罗氏仪器
5)#%

同时检测

$均为化学发光法%'所有检测操作和结果判断均严格按试剂

说明书进行'

@'C

!

统计学处理
!

计算两台机器的阴阳一致性符合率#分组

数据采用
P@PP&('#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

% 检验#

!

&

#'#1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在
&&#

例标本中#

&

例标本雅培仪器假阳性#

&

例标本罗

氏仪器假阳性#

%

例均为多发性骨髓瘤标本&

&&#

例标本分别使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J-6FO8<N5:

!

/

B

;+C%#&$

!

E3C'"0

!

Q3'$



用雅培
/YDLJ2[D2+%###

和罗氏
5)#%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检

测梅毒螺旋体抗体#一致性符合率为
(0'%R

#见表
&

'

L

组阴

阳一致性符合率最低$

!

&

#'#1

%'

表
&

!!

两台仪器检测一致性符合率

组别
0

罗氏
5)#%

雅培
J%### 2@@/

罗氏雅培

一致性

一致性

符合率$

R

%

L

组
&0 K K

是
(0'%#

& d K K

否

& K d K

否

/

组
&# K K

是

Z

组
&# K K

是

D

组
( K K

是

& d d

是

G

组
&# K K

是

[

组
&# K K

是

e

组
%# K K

是

\

组
&# K K

是

J

组
&# K K

是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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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例临床随机标本检测结果中#

"

例检测结果不一

致#溯源至临床诊断#

%

例为多发性骨髓瘤标本#

&

例为整形科

做双眼皮的患者#一致性符合率为
(0'1R

'

A'B

!

在全部
"&#

例标本中#共
1

例阴阳不符#其中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标本
0#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B

!

讨
!!

论

梅毒螺旋体抗体血清学检测方法目前有四种#

2@@/

$标

准方法%#对甲苯胺红不加热试验$

2YUP2

%(梅毒螺旋体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

2@.[OJP/

%和化学发光法$

DOJ/

%'

2@@/

作

为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的金标准#但其手工操作相对繁琐耗

时#主要用于阳性标本和疑似标本的确诊试验&

2YUP2

法为

非特异性血清学试验#适宜用于疗效观察&

DOJ/

法作为国内

新开发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使用多种梅毒螺旋

体特异性抗原制备固相抗原#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相同蛋白

作为标记抗原#与样本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形成双抗原夹心#

经洗涤后加入发光底物液#测定其发光强度#根据
P

"

Db

值判

断样本中是否有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1

*

'

DOJ/

检测梅毒

抗体与
[OJP/

法(

2@@/

法有很好的可比性#而且是一种自动

化(速度快(技术标准化(定量检测的方法#能够用于梅毒的准

确诊断和疗效观察)

)

*

'本研究试验的结果上显示两台仪器检

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一致性符合率为
(0'"1R

#相关性较好'

2@

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我国不同性别(年龄段

的梅毒血清学表现各具特点'梅毒血清学检测在老年群体假

阳性率偏高的现象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备受关注#现症梅毒患

者的血清学反应.前带/反应现象也较多)

$

*

&但是干扰化学发光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疾病分析方面却是研究的很少#有一

篇文章报道过梅毒感染的肿瘤患者#以子宫内膜癌最高#其次

是胰腺癌(卵巢癌(肺癌#癌症的发病概率与梅毒感染患者机体

的低免疫状态是否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0

*

'

多发性骨髓瘤$

NN

%是一种恶性浆细胞病#其特征为骨髓

浆细胞异常增生伴有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轻链$

N

蛋白%过度

生成)

(

*

'在实验室的分析过程中循环单克隆蛋白通过发生沉

淀或凭借其特异性结合特性#可能会干扰液基自动分析仪的
&

个或多个实验室检查#从而造成实验室假象#最常见的假象有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偏低(胆红素水平偏高以及无机磷酸

盐测量值改变)

&#

*

'在日常的检验工作中#可经常遇见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血液标本经正常离心后分离的血清非常少#病情严

重者甚至无法分离出血清#这是由于其疾病本身特征所造成'

在使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时应警惕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标本的实验室假象#为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可对

样本稀释进行重新分析#或者使用两台不同的仪器互补复查#

对于灰区的结果可使用
2@@/

法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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