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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疱疹病毒
(;"9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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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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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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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估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疱疹"

)_

#病毒衣壳抗体"

(;"92

L

;

#及
)_

病毒衣壳抗原

"

aR;92

L

;

#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

例鼻咽癌患者和
+%

例健康成年人的血清!

比较其单独及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

)_(;"92

L

;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
)_aR;92

L

;

!

#"

例鼻

咽癌患者中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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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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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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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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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的特异度高达

3/,%%.

!准确性为
3",8".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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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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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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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鼻

咽癌血清学诊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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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

)_

'病毒是一种亲人类
_

淋巴细胞的双链
,

90(;

)_

病毒1

"

2

#广泛存在于人群中)它的潜伏感染与许多人类恶

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对诊断鼻咽癌有较高的特异性)监测

血清
)_

病毒抗体可作为鼻咽癌的诊断标准)定性检测人体

血清或血浆中是否存在
)_

病毒早期抗原抗体#可以作为
)_

病毒原发性感染或重复感染的辅助诊断)本院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

)*2Y;

'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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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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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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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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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住院鼻咽癌患者血清
#"

例&鼻咽癌

组'#

+%

例本院健康体检人员血清作为对照组)

B,C

!

检测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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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

)_aR;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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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深圳华充满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

B,D

!

酶标仪
!

雷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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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

B,K

!

洗板机
!

苏州新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O;')8$"%

全

自动酶标洗板机)

B,N

!

检测步骤
!

按照试剂操作说明书检测#血清标本用试剂

盒提供的样品稀释液稀释#每个孔
"%%

#

*

稀释液加
+

#

*

血

清)孵育
$%A57

#洗板机冲洗
+

次#加入酶结合物
"%%

#

*

#孵

育
8%A57

后洗板机冲洗
+

次#加入底物
;

+

_

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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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色

"%A57

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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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止液终止显色反应)用
#+%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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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波长检测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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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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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阳性
G=?<HH

值来进行判断#阳性

G=?<HH

值
Z%,+c

正常对照均值&该值不足
%,%+

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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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高于阳性
G=?<HH

值者为阳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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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H

值
Z%,8-c

正常对照
10

值的

均值(待测血清
10

值"
G=?<HH

值大于或等于
",%

#判断为阳性(

待测血清
10

值"
G=?<HH

值小于或等于
",%

#判断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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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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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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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K

'(特异度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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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D

'(准确性
Z

&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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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KcGcD

'#其中
B

为鼻咽癌患者阳性例数#

K

为鼻咽癌患

者阴性例数#

G

为健康人阳性例数#

D

为健康人阴性例数)结果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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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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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度较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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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度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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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为
3&,%%.

(而二者联合

检测的特异度可高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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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和联合检测

!

对鼻咽癌的诊断评价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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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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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
38,"8 3%,8# /+,$&

特异度
3&,%% 38,%% 3/,%%

准确性
3+,&%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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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好发于
#%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世界大约
/%.

的鼻

咽癌发生在我国的两广+湖南+福建等南方省区#而广西是仅次

于广东的鼻咽癌高发区)鼻咽癌早期难以发现#晚期难以治

疗#病死率很高)但鼻咽癌只要早期查出#治疗效果很好)

)_

病毒在感染细胞过程中可合成不同的
)_

病毒特异性

抗原#包括有潜伏期和病毒增殖期感染表达的抗原1

8

2

)在潜伏

期病毒不进行复制#细胞主要合成核心抗原&

)_(;

'和潜伏膜

蛋白&

*̀ I

'(在裂解期病毒基因完全表达#细胞主要合成衣壳

抗原&

aR;

'+早期膜抗原&

)̀ ;

'+早期细胞内抗原&

);

'等)

)_(;"

在细胞转化和维持状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病

毒会持续存在于复制周期的最后阶段1

$

2

)张昌卿等1

#

2报道

)_(;"

在检测鼻咽癌方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3",%-.

和
/#,#/+.

(程伟民等1

+

2也认为
)_(;"

是检测鼻咽癌的一

个理想指标)

)_aR;

是在病毒增殖后期形成的结构蛋白#存

在于胞质和核内#是在感染
)_

病毒后最晚表达的一种抗原#

可在宿主体内终生存在#有助于早期诊断鼻咽癌#并提示凡抗

体阳性者均应该定期随访观察#另外有助于判断治疗后的疗效

和预后)褚汉启等1

&

2报道说
(IR

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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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总阳性率可达
3%,$8.

)

,

%+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

*BK >̀DRC57

!

1G?<K>@8%"%

!

a<C,-

!

(<,8%



)_(;"92

L

;

和
aR;92

L

;

两种抗体在鼻咽癌患者血清中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人群#并且用两种抗体联合检测时可提

高对早期鼻咽癌诊断的特异度和准确性#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综上所述#在人群普查当中可以用
)*2Y;

法联合检测
)_

(;"92

L

;

和
)_aR;92

L

;

两种抗体#对于双项检测均呈阳性

的标本应高度重视并做进一步的检查#对其中一种抗体阳性而

另一种抗体阴性的人群可定期追踪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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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生长激素"

Ô

#激发试验对儿童
Ô

缺乏症的诊断价值$方法
!

对
"-#

例矮小患儿应用

精氨酸与左旋多巴联合激发试验!

Ô

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结果
!

激发后
Ô

在
$%A57

和
"8%A57

出现最多!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完全缺乏者占
"".

!部分缺乏者占
8&.

!完全不缺乏者占
&$.

$结论
!

矮小

患儿大多数是
Ô

缺乏或部分缺乏所致$精氨酸与左旋多巴联合激发试验可作为临床诊断
Ô

缺乏症的方法

之一$

!关键词"

!

生长激素&

!

矮小患儿&

!

激发试验&

!

精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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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多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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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激素&

Ô

'缺乏是导致儿童身材矮小主要原因之一#

判断
Ô

是否缺乏的经典方法是通过激发试验检测
Ô

水平#

Ô

激发试验为生长激素缺乏症1

"

2的确认试验)本文对
"-#

例矮小患儿进行
Ô

激发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对象为
8%%3

年
-

!

/

月因矮小来本院内分泌

科就诊的儿童
"-#

例)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

"#

岁#均符合身材矮小诊断标准&身高低于同性别+同年龄第
$%%

分位'

1

8

2

#并进行运动筛查试验#运动后
Ô

峰值均小于
+7

L

"

A*

#收入住院再进行
Ô

激发试验)所有矮小患儿均详细询

问病史#进行体检和实验室检查#并根据病情需要进行甲状腺

功能+性激素检查及垂体
R'

等特殊检查#以排除引起矮小的

其他原因)

B,C

!

方法

B,C,B

!

Ô

药物激发试验
!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

次)精氨

酸按
%,+

L

"

J

L

体质量加等量生理盐水静脉快速滴注#

$%A57

内完成#再抽取静脉血
"

次(

&%A57

时口服左旋多巴#剂量为

"%A

L

"

J

L

#同时抽取静脉血
"

次#随后在
3%

+

"8%

+

"+%

+

"/%A57

各抽取静脉血
"

次#共抽血
-

次&即
%

+

$%

+

&%

+

3%

+

"8%

+

"+%

+

"/%

A57

'#分离血清待检)为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嘱受检儿童试验

前晚注意休息和睡眠充足#并避免在感冒期间试验)

B,C,C

!

Ô

检测
!

Ô

检测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其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高稳定性等特点#能准确+快速

提供检测结果&上午采集标本#下午检出结果')仪器为美国贝

克曼库尔特公司的
;RR)YY8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试剂为该公司生产的人超敏生长激素配套试剂盒)

B,C,D

!

数据处理
!

按照
Ô

激发试验判定标准1

$

2

!以激发后

Ô

最高值为峰值#峰值大于或等于
+7

L

"

A*

为垂体有应答#

&

"%7J

"

A*

为
Ô

无缺乏#

#

+7

L

"

A*

为
Ô

完全缺乏#

+

!

"%7

L

"

A*

为
Ô

部分缺乏)

B,D

!

统计学方法
!

统计分析采用
YIYY"8,%

统计软件处理#

相关数据以
>b8

表示)

C

!

结
!!

果

C,B

!

Ô

峰值出现的时间
!

激发试验后#对
Ô

峰值出现的

不同时间进行统计#发现兴奋峰值主要集中在
$%A57

和
"8%

A57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统计结果见表
"

)

C,C

!

Ô

峰值分类
!

Ô

完全缺乏
8%

例#占
"".

#峰值为

8,/"-b",-8"

(部分缺乏
#+

例#占
8&.

#峰值为
-,&"&b

",8-%

(完全不缺乏
"%3

例#占
&$.

#峰值为
"#,+-&b$,+$-

)

部分缺乏者和完全缺乏者与完全不缺乏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表
"

!

精氨酸与左旋多巴联合激发试验不同时间

!!!!

Ô

的峰值$

(Z"-#

&

项目
时间&

A57

'

$% &% 3% "8% "+% "/%

峰值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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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 $- "/ #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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