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感#临床治疗反应好#早期可获得完全缓解#复发率低#易获

二次缓解(

"

)

*本例患儿确诊后#给予
32*+

诱导缓解治疗#

-1'

'

<B'+j

大剂量甲氨蝶呤等巩固治疗后#早期治疗效果

佳#均能达到骨髓完全缓解#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C̀ *

"

1'*#

阳性患儿对化疗敏感#完全缓解率高#是儿童
1**

中预后较好

的亚型*

综上所述#

C̀ *

"

1'*#

融合基因阳性患儿总体预后良好#

是
1**

低危标志之一#早期检测可指导治疗方案及预后*但

本例患儿远期疗效还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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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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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法'

!

假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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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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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B?#:(

"

)(#;

$

#"B)";!B(:

!!

酶联免疫法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是目前临床实验室和血

站应用最广泛的检测抗原抗体的成熟技术#在酶免疫分析技术

中#酶联免疫法是发展最快'应用最广#也是最成功的技术(

#

)

*

该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特异度强'准确性好'酶标记物有效期

长'试剂价格低廉等优点*酶联免疫法在临床应用中一直占据

领先地位#然而实际应用中一直受出现假阳性这一现象的困

扰*众所周知#乙型肝炎是我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公众危害性疾

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d891

&

%检测结果阳性是诊断乙

型肝炎病毒$

d83

%感染的重要依据*丙型肝炎是一种广泛流

行的病毒学疾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Bd-3

%阳性结果是诊

断丙型肝炎病毒$

d-3

%感染的重要标志*本文就本院临床实

验室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d891

&

'抗
Bd-3

出现假阳性现象

进行分析*

A

!

酶联免疫法检测
d891

&

假阳性案例

A=A

!

临床资料
!

患者甲#男#

!?

岁#主因饮食欠佳腹部不适就

诊于本院门诊*

A=A=A

!

现病史
!

!O

前不思饮食#乏力在当地社区门诊咨询#

口服健胃消食片
:O

效果不明显*肝功能不详#乙型肝炎五项

不详#为进一步检查于
)(#!

年
?

月
)(

日来本院就诊*

A=A=B

!

既往史
!

患者为食道癌患者#半年前手术后进行过放

化疗#效果良好#目前病情稳定#有输血史#无长期大量饮酒史#

否认家族中有类似病患者*

A=A=C

!

入院的诊疗经过
!

患者神志清楚#皮肤巩膜无黄染#心

肺无异常发现#腹平软#肝脾未触及#体温正常*门诊医生开具

乙型肝炎系列$定性%检验及肝功能检验#肝功能经检测各项指

标均为正常值*

A=B

!

实验室检测
!

检验工作人员抽取患者肘动脉血
)Q*

置

于肝素锂抗凝管中#乙型肝炎系列检测标本管充分混匀后送往

免疫室#

:(((N

"

QA0

离心
#(QA0

后利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d83

检测试剂盒用于酶联免疫法检测#试

验
?K

内完成*结果显示!

d891

&

$

j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

$

d891T

%$

[

%'乙型肝炎
I

抗原$

d8I1

&

%$

[

%'乙型肝炎
I

抗

体$

d8I1TBI

%$

[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d8M1T

%$

[

%*核对患

者血样无误#标本抗凝好#无溶血#无残留血渍#室内质控在控#

检查操作步骤无误#且试验过程排除了外源性过氧化物酶类似

物与氧化还原物质的影响*另一工作人员采用原管血样#采用

北京万泰酶联免疫试剂盒复查乙型肝炎系列#结果同上#乙型

肝炎五项中仅
d891

&

一项阳性&同时应用胶体金快速法检测

d83

$胶体金法检测时间短#检测效率较高(

)

)

%

d891

&

为

$

[

%#安图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1)(((

定量检测
d891

&

(=(($

0

&

"

Q*

$正常值
(

!

(=#!0

&

"

Q*

%*由此可见以上
:

种方法检

测
d891

&

结果均不一致&查得各试剂盒均在有效期内#酶联

免疫法
d891

&

试剂盒由北京万泰提供$批号
8)(#?(");

#有效

期至
)(#!

年
$

月%&胶体金
d891

&

检测试剂条由杭州艾博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

)=!

#有效期至
)(#!

年

"

月%&全自动定量检测
d891

&

试剂盒由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份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有效期至
)(#<

年
#

月
<

日%*

初步确定
d891

&

$

j

%问题出现在酶联免疫法应用肝素锂抗凝

剂方面#即对患者标本进一步进行
d83B261

检测#检测结果

为阴性*试验排除了仪器及人为操作误差#

d83B261

测试是

探测血液中
d83

的实际存在情况#患者并未检测到
d83B

261

*更加怀疑肝素锂抗凝管血浆标本酶联免疫法检测为假

阳性*实验室工作人员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嘱患者第
)

天再次

抽血复查#于
)(#!

年
?

月
)#

日抽取患者肘静脉血
?Q*

#分别

注入促凝管与肝素锂抗凝管各
)Q*

#

:(((N

"

QA0

离心
#(QA0

后#酶联免疫法测试结果显示!肝素锂抗凝管血浆标本!

d8B

91

&

$

j

%&促凝管血清标本
d891

&

$

[

%*遂证实肝素锂抗凝管

血浆标本
d891

&

$

j

%为假阳性#发出乙型肝炎五项均为阴性

正常报告*

B

!

酶联免疫法检测抗
Bd-3

假阳性案例

B=A

!

临床资料
!

患者乙#男#

#)

岁#因高烧'剧烈呕吐'腹痛
#O

入院*

B=A=A

!

现病史
!

入院查体温
:"=:f

#

#O

前曾剧烈打球出汗

后淋雨#夜间遂高热伴呕吐#同时腹痛难忍*

B=A=B

!

既往史
!

患者无手术史#无献血及输血史#无吸毒史*

父母双方'祖父母'外祖父母均无丙型肝炎史*

B=A=C

!

入院后诊疗经过
!

患者神志清楚#皮肤巩膜无黄染#心

肺无异常发现#腹平软#肝脾未触及#体温正常*门诊医生开具

血'尿常规#红细胞沉降率#乙'丙型肝炎定性及肝'肾功能

检查*

B=A=D

!

辅助检查
!

血常规!白细胞
)$=#<a#(

"

"

*

#中性粒细

胞绝对值
)?=$<a#(

"

"

*

#血红蛋白
#!(

&

"

*

#血小板
)"$a

#(

"

"

*

#红细胞沉降率
!!QQ

"

K

#肝'肾功能正常*

B=B

!

实验室检测
!

检验工作人员抽取患者肘动脉血
:Q*

置

于肝素锂抗凝管中#检测标本管充分混匀后送往免疫室#

:(((

N

"

QA0

离心
#(QA0

后利用酶联免疫法检测乙'丙型肝炎#

d83

两对半均为$

[

%#抗
Bd-3

$

j

%*回顾检测过程血标本均为合

格标本#无溶血#无脂血#无污染#室内质控在控#并排除人为操

作误差*在征得患者同意后#重新顺利抽取患者静脉血
)Q*

#

置于促凝管中#

:(((N

"

QA0

离心
#!QA0

#重新酶联免疫法复

查#并重新加做质控孔与阴性对照孔'阳性对照孔*患者血清

标本收缩完好#无脂血#无溶血#无微生物污染#实验过程排除

了叠氮钠及氧化还原物质干扰#复查结果!室内质控在控#患者

抗
Bd-3

仍为$

j

%*抗
Bd-3

诊断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有效期至
)(#<

年
)

月
#"

日%#试剂在有效期内#排除了试剂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促凝与

肝素抗凝标本检测结果均$

j

%#但考虑到酶联免疫法的局限

性#方法学原理的限制#为进一步进行确证#再次同临床医生及

患者沟通#建议患者病情稳固后检测
d-3B461

来确诊#医生

积极处理患者临床症状#先不针对丙型肝炎阳性应用药物*

!

O

后患者抽血检测
d-3B461

#测试回报结果!未检测到
d-3B

461

*证实酶联免疫法检测患者抗
Bd-3

假阳性*患者
;O

后机体恢复正常出院#

#

个月后#患者来本院再次以酶联免疫

法复查抗
Bd-3

#结果为$

[

%*

C

!

讨
!!

论

!!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d83

诊断试剂

盒标本要求为人血清或含有乙二胺四乙酸'枸橼酸钠或肝素等

抗凝剂的人血浆样品*一直以来应用肝素抗凝的血浆标本检

测效果良好#独本研究中患者甲的肝素抗凝血浆标本
d891

&

检测出现假阳性#实属罕见&可能与该患者经手术'输血'放化

疗后血液中产生了某种特殊蛋白物质有关#该蛋白与肝素结合

生成了一种具有与
d891

&

结构'反应性相似的非特异性物

质*北京万泰
d891

&

诊断试剂盒采用了双抗体夹心法原理#

在微孔条上预包被纯化
d891T

#配以酶标记抗体及
C'8

显色

剂等#检测人
d891

&

#可能患者肝素抗凝血样中的这种非特异

性物质被反应孔中双抗体捕获发生反应从而出现假阳性现象#

此现象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丙型肝炎是一种广泛流行的病毒学疾病#

d-3

是含脂类

蛋白包膜的正链
461

病毒#为丙型肝炎的病原体#主要由输

血传播*

d-3

刺激机体产生抗
Bd-3

抗体$

%

&

'

和
%

&

c

类%均

为非保护性抗体#抗
Bd-3

阳性结果是诊断
d-3

感染的重要

标志(

:

)

#我国一般人群抗
Bd-3

阳性率为
:=)>

(

?

)

#抗
Bd-3

诊

断试剂盒反应板预包被的酶标兔"羊抗人
%

&

c

抗体#易受人体

内非特异蛋白等因素影响*对本研究中患者乙抗
Bd-3

出现

假阳性进行了分析#本实验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在
?K

内完成测定标本#试验排除了仪器及人为操作误差#

d-3B

461

测试是探测血液中
d-3

的实际存在情况#患者并未检

测到
d-3B461

*考虑患者高热'呕吐#机体应激反应可能产

生了某种急性免疫反应球蛋白*患者体内这种蛋白与抗
B

d-3

可能具有相类似的结构与反应性#抗
Bd-3

诊断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反应孔内预包被有丙型肝炎抗原#这种蛋白在微

孔板表面与丙型肝炎抗体结合#形成抗原
B

抗体复合物#再与酶

标抗人
%

&

c

结合#形成抗原
B

抗体
B

酶标抗体复合物#经显色系

统显色后#被判定有抗
Bd-3

存在#而呈假阳性*此现象有待

进一步探讨*

肝脏是人体内最主要的代谢器官#乙型肝炎患者随着

d83

的不断复制#对肝功能侵害会越发严重#导致其生物化学

指标进行性升高或降低#肝功能衰竭#会损伤肝实质性细胞(

!

)

*

在中国#

d83

感染是引起肝衰竭的主要病因之一(

<

)

*

d83

感

染呈世界流行(

;

)

#

d83

复制是引起肝炎活动和肝脏损伤的重

要原因(

$

)

*慢性乙型肝炎目前尚缺乏彻底治愈的药物#治疗效

果差(

"

)

*

d-3

是导致慢性肝炎#并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和肝

癌等晚期肝病的一个主要致病因子(

#(

)

#慢性丙型肝炎是导致

肝脏疾病进展'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

)

#

因此#乙'丙型肝炎的检测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广大患者的

重视*实验室日常工作中#要严格的遵守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协会$

6--*5

%操作规程来进行标准化的质量管理#并按照

6--*5

操作规程要求在
?K

内测定标本(

#)

)

#临床实验室的检

验后质量保证包括检验结果的审查与复核#对异常结果要重

视#及时与临床医生和患者进行沟通#必要时要重新采集标本

进行复查*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的诊断有赖于
d83

抗原和抗
B

d-3

的血清学检定及病毒学检测#血清学酶联免疫法适用于

血液筛查和临床
d83

'

d-3

感染的辅助诊断#由于酶联免疫

方法学原理的限制#单一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并不能判定患者

一定就是
d83

或
d-3

感染#阳性结果须结合临床信息及其

他指标判断*酶联免疫法
d83

'

d-3

诊断试剂盒作为诊断的

辅助手段之一#阳性结果的临床诊断应与临床检查'病史及其

他检测相结合#同时及时与临床医生和患者沟通#必要时进行

动态监测#保证检测结果的正确性#这样才能保证检测结果正

确回归临床#给临床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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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血型系统因红细胞膜抗原分布不同#有多种亚型*

其共同的血清学特点是正反定型不符#与抗
B1

或抗
B8

无凝集

或凝集很弱#血清中有时含有不规则抗
B1#

或抗
B8

(

#

)

#极易给

血型鉴定带来困难#单一的检测手段也容易造成亚型等特殊血

型的漏检#给临床输血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因此#本科在进行

临床血型鉴定时必须坚持正反定型结果一致的原则#当遇到正

反定型不符的情况#综合分析原因#逐个排除#增加检测手段#

提高血型检测的准确性*现就
#

例血型正反定型不符患者的

进一步鉴定情况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患者#男#

:!

岁#

)(#;

年
#

月来本院泌尿外科

就诊#患者主诉无输血史'骨髓移植史及任何手术史#近期未服

用过任何药物*

A=B

!

试剂
!

抗
18

$荷兰三坤%'抗
d

$上海血液%&抗人球蛋白

卡$西班牙
2AE

&

0D9JAMcNALDF9=5=1

%'血型鉴定卡及中性卡$西

班牙
2AE

&

0D9JAMcNALDF9=5=1

%'单克隆抗
1

$效价
&

#)$

%'单克

隆抗
8

$效价
&

#)$

%$长春博德公司%&抗体筛选细胞'标准

18.

血型反定型试剂盒$

?>

%'标准
18.

血型反定型试剂盒

$

#>

%及低离子强度盐溶液$长春博迅公司%&健康者
1

'

8

'

.

洗

涤红细胞'人源抗
8

血清$

&

<?

%'人源抗
1

血清$

&

<?

%$实验

室自备%*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A=C

!

标本制备
!

取患者乙二胺四乙酸$

2̀C1

%抗凝全血
#(

Q*

#离心#分离出血浆及红细胞#将红细胞洗涤
:

次#取洗涤后

红细胞配成
!>

及
#>

红细胞悬液并留取部分洗涤红细胞备

用*嘱患者漱口#留取唾液
!Q*

#离心取上清#装入玻璃试管

中#沸水煮
#(QA0

#再次离心取上清备用*以下检测方法均参

照有关标准进行(

)B:

)

*

A=D

!

血型血清学鉴定

A=D=A

!

红细胞
18d

血型抗原检测$试管法%

!

取
!

支洁净的

试管#分别加入抗
B1

'抗
B8

'抗
B18

'抗
B1#

及抗
Bd

抗体各一滴#

并做好标记#再向每支试管中加入
!>

患者洗涤红细胞一滴&

另取
)

支洁净试管#加入
?>

标准
8

'

.

反定红细胞#并加入一

滴抗
d

#作为患者红细胞
d

抗原强弱对照&再取
:

支洁净试管

加入离心好的患者血浆各两滴 #然后分别加入
?>

标准
1

'

8

'

.

反定红细胞各一滴#做好标记&将所有加完样品的试管于

#(((N

"

QA0

离心
#QA0

#离心
:

!

?

次增强反应#观察反应结

果#再分别于
?f

'

:;f

两种反应温度下反应
#!QA0

#离心观

察结果*

A=D=B

!

18.

血型鉴定$微柱凝胶法%

!

取
18.

血型确认卡每

孔加入患者
#>

洗涤红细胞各
!(

'

*

&取中性卡每孔加入
#>

标准
1

'

8

'

.

反定红细胞及患者血浆各
!(

'

*

#专用离心机离

心#观察结果*

A=D=C

!

患者不规则抗体及自身抗体测定
!

取
#>

抗体筛选

*

'

%

'

)

细胞#

#>

患者洗涤红细胞及
#>

标准
1

'

8

'

.

反定红

细胞各
!(

'

*

加入抗人球蛋白卡#并做好标记#再加入等量的

患者血浆#温育
#!QA0

#离心观察结果&再取一张抗人球蛋白

卡#于其中一孔中加入
#>

患者洗涤红细胞
!(

'

*

#做好标记#

直接离心观察结果*

A=D=D

!

红细胞吸收放散试验
!

取两支洁净试管#一支试验管#

一支对照管#试验管中加入同体积的患者洗涤红细胞与抗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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