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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法与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在梅毒

检验中诊断价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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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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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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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8c:@

#在梅毒检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随机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进行梅毒检查的
$&!!

例疑似病例进行临床研究$所有患者来诊后!使用梅毒螺旋体明

胶凝集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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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法进行梅毒螺旋体检测$以
@..,

法检测结果为金标准!判断
169:,

与
@8c:@

检

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结果
!

$&!!

例疑似患者中梅毒确诊患者为
$!'(

例!排除患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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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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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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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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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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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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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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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梅毒检验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病情的变化情况'

@8c:@

检测虽然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但是其结果能随病情变化而变化!可

以用作疾病治疗和预后的观察指标$因此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当将两种检查方法结合应用!在提高检查的准确性的同时也能够

指导临床治疗!成为判断患者预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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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而且近年梅毒的患病

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梅毒螺旋体的检测方法中#目前准确

性最高的是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但是该检

测的试剂盒价格昂贵#难以作为常规筛查手段(

$-(

)

*酶联免疫

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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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8c:@

%是临床

上常用的检测梅毒螺旋体的实验室方法#为了比较两种方法的

优劣#为后续的检验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特进行了本次研究#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至本

院进行梅毒检查的疑似梅毒病例
$&!!

例进行临床研究*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 龄
%!

"

&'

岁#平 均 年 龄

$

#(;*%V$$;((

%岁*

?;@

!

方法
!

所有患者就诊后#均给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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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法进行梅毒螺旋体阳性检测*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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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

!每份标本做
'

孔#在
c

型反应板加入标本稀释

液$

[

液%#第
$

孔
$!!

#

6

#其余
*

孔均为
%&

#

6

#使用移液器取

出
%&

#

6

血清至第
$

孔#混匀后取
%&

#

6

至第
%

孔#再取
%&

#

6

至第
(

孔#后面同前#直至第
'

孔#第
$!

孔混匀后弃去
%&

#

6

#

然后在第
(

孔中加
%&

#

6

未致敏粒子
R

液#第
#

"

'

孔中加入

%&

#

6

致敏粒子
/

液#微量反应板置于振荡器内#振荡
(!>

#放

置到有盖湿盒内#在
$&

"

(!f

的室温下伙子
(+f

孵箱内静置

$%!H5?

#观察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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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

!在预包被板条孔中分

别加入
&!

#

6

血清标本#同时设置阳性'阴性'空白对照#在

(+f

温育
"!H5?

*取出板条孔#在阳性'阴性和对照孔内分别

加入
&!

#

6

酶标记物#振荡摇匀#在
(+f

温育
(!H5?

*取出#

洗板#在每个孔中加入
&!

#

6

底物缓冲液#振荡摇匀#在
(+f

温育
(!H5?

#每孔中加入
&!

#

6

终止液#混匀*在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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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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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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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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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标仪#上海天呈科技有限公司%上读出数值*样品
3R

值
:

"

/3

&

$

表示梅毒抗体为阳性#样品
3R

值
:

"

/3

值
:

"

/3

$

$

为梅毒抗体阴性*$

(

%

@8c:@

检测(

"

)

!在加样卡片圈中放

置
&!

#

6

血清样本#将其均匀涂布于整个卡片圈#轻轻摇匀抗

原液#试剂盒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使用试剂盒

提供的针头加抗原液
$

滴#然后将卡片放置到立体脱色摇床

上#以
$!!F

"

H5?

速度振荡摇匀
*H5?

#在亮光下立即观察结

果*一般以圆圈内出现红色或者粉色絮状物为阳性#以圆圈内

件甲苯胺红颗粒聚集中央一点或者均匀分布作为阴性*

?;A

!

分析指标
!

观察
169:,

法与
@8c:@

法对
$&!!

例患者

检查的阳性结果#以
@..,

法检测结果为最终诊断结果#判断

169:,

法与
@8c:@

法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

?;B

!

统计学处理
!

用
:.::$';!

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处理研

究中所有相关数据#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以
@..,

法检测结果作为金标准#

$&!!

例疑似病例中梅

毒确诊患者为
$!'(

例#排除
#!+

例#

169:,

法与
@8c:@

法

检测结果详见表
$

'表
%

*

169:,

法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8c:@

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详见表
(

*

表
$

!!

169:,

法对梅毒患者检测结果#

)

$

169:,

法
@..,

法

` e

合计

` $!+% $" $!**

e %$ ('$ #$%

合计
$!'( #!+ $&!!

表
%

!!

@8c:@

法对梅毒患者检测结果#

)

$

@8c:@

法
@..,

法

` e

合计

` $!!" &% $!&*

e *+ (&& ##%

合计
$!'(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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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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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梅毒检测性能比较#

<

$

组别
)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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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 '";!+ '*;&( '#;'!

@8c:@

法
$!'( '%;!# *+;%% '&;!* *!;(%

!

%

#$;$&# $';"&+ $';"(% (';+&*

! !;!!! !;!!! !;!!! !;!!!

A

!

讨
!!

论

!!

梅毒是一种全世界流行的性传染疾病#全球每年的新发病

例约为
$%!!

万#南亚'东南亚为集中发病区域*近年来我国

梅毒患者的数量迅速增长#已经成为报告病例数最多的性病#

其中潜伏梅毒占多数#一'二期梅毒也比较常见#而先天梅毒的

患者数量也在增加(

+-*

)

*

梅毒患者的皮肤和黏膜中均含有梅毒螺旋体#在接触梅毒

患者过程中#皮肤或者黏膜稍有破损即可被感染(

'

)

*而且潜伏

期'一期'二期的梅毒孕妇也有很高概率传染给胎儿#或者导致

死产'流产'早产'婴儿早夭#是一种对妇女儿童健康产生严重

危害的疾病(

$!

)

*潜伏期梅毒患者可无临床表现#晚期可累及

到关节'心血管'神经等系统#患者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家庭稳

定#也增加了社会负担(

$$-$%

)

*梅毒的治疗强调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疗程规整#剂量足够#因此梅毒的早期诊断一直是临床研

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

目前被认为是梅毒确诊的金标准#具有极高的准确

性#但是其试剂价格昂贵#不能作为早期筛查手段使用#也限制

其在基层医院的应用#通常是作为复查手段#排除假阳性诊

断(

$(

)

*

@..,

是通过提取
Y57)AE>

株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原

进行检查#对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效价进行测定#因此不受生物

因素的影响#具有非常好的特异度和灵敏度(

$#

)

*由于患者一

旦感染梅毒#体内终生携带有抗原#因此这种检查方法只能够

确定患者既往感染过梅毒#不能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而且不

容易实现结果的自动化评价*

169:,

法与
@8c:@

法是目前

临床应用比较广泛的梅毒血清学筛查方法(

$&

)

*

@8c:@

主要

通过检查抗心磷脂抗体来确诊梅毒*这种检查方法的假阳性

率和假阴性率较高#但是其价格低廉#患者容易接受#而且其检

查结果会随患者病情变化而变化#可以用来监测患者的病情变

化*二期梅毒的滴度最高#而随着病情发展至三期梅毒#其滴

定度反而降低#因此也可以作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和调整的依

据*而且
@8c:@

在梅毒病灶出现
+

"

$#P

就可以有阳性结

果#适用于早期筛查*

169:,

法是通过基因重组梅毒螺旋体

的特异性抗原
@.#+

和
@.$+

包被酶板孔#使用双抗原夹心法

对梅毒螺旋体的特异性抗原
9

L

W

和
9

L

S

抗体进行检测的一种

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减少主观判定的误差#使用定位酶标仪对

结果进行判读#提高了检出率#是一种可靠的检测方法*

从本次研究来看#以
@..,

法检测结果作为诊断金标准#

$&!!

例疑似患者中梅毒确诊患者为
$!'(

例#排除患者
#!+

例#

169:,

法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均高于
@8c:@

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在检

测的准确性上#

169:,

法明显优于
@8c:@

法*但是从检测的

特点来说#三种检测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弊端*

169:,

法检

测准确性高#但是不能够反映病情变化#

@8c:@

法检测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略低#但是其滴度变化可以作为患者病情变化的

观察指标#而
@..,

法检测准确性最高#但是成本高#通常是

作为
169:,

法和
@8c:@

法检测出阳性结果后复查使用#以

便剔除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综上所述#

169:,

法对梅毒检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最高#

但是不能反映病情的变化情况&

@8c:@

法检测虽然灵敏度和

特异度较低#但是其结果能随病情变化而变化#可以用作疾病

治疗和预后的观察指标*因此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当将两种

检查方法结合应用#一方面避免漏诊和误诊#提高检查的准确

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患者治疗方案的确定和调整提供指标#

成为判断患者预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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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为
%

`

'

期的患者体内
:H2P#

阳性表达率则显著

低于
&

`

!

期&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体内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无淋巴转移的患者#而伴有淋巴转移的患

者体内
:H2P#

阳性表达率则显著低于无淋巴结转移*

.B2F>A?

分析结果显示#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

正相关#

:H2P#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本研究认

为
1S48

'

X1S4

和
:H2P#

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其中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而
@S4-

$

"

:H2P>

信号通路活性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

1S48

和

X1S4

的高表达可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血管新生

和转移#抑制肿瘤的凋亡#促进肿瘤的进展&而
:H2P#

的高表

达则对肿瘤的进展具有抑制作用*关于
X1S4

'

1S48

和

:H2P#

在淋巴结转移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和信号途径则有待进

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X1S4

'

1S48

和
:H2P#

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

转移呈正相关#而
:H2P#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

其对评估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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