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
(

可以看出#孕妇知识获得的方式前
L

位依次为互动

式小班授课#集中大班授课#媒体传播#大专及以上学历孕妇首

选健康教育方式为媒体传播#而大专以下学历对面对面讲解和

提供电话咨询的需求率也很高*

F

!

讨
!!

论

妇女怀孕后#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母婴保健学习过程#孕妇

非常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相关的健康信息#而孕妇之间文

化程度的差异又决定了孕妇对健康教育方式及内容的选择*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不同学历孕妇首选健康教育内容均为新生

儿护理#这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孕妇无生育经验#缺乏育儿知

识#而孕妇最为关注的又是宝宝的健康成长#甚至大大超过了

对自身的关注程度*而孕妇对孕期营养和保健)孕期胎儿监测

的关注度非常高#说明孕妇对自我保健#自我监护#优生优育的

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母乳喂养知识和技巧)胎教)分娩方式的

选择)孕期用药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说明现代女性需要掌握各

方面的孕期保健知识*不同文化程度孕妇首选健康教育方式

不同#大专及以上学历孕妇首选健康教育方式为媒体传播#与

文化层次高容易从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一些宣传小

册子获取有关知识#又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有关#便于灵活运用*

互动式小班课课程内容生动)具体)直观)形象逼真#便于孕妇

理解与掌握#况且通过师生)孕妇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参与#充

分调动了孕妇及家属的学习积极性*大专以下学历对面对面

讲解和提供电话咨询的需求率很高#这与她们知识面较窄)对

健康教育的内容理解不够有关#需要工作人员重点强调和通过

打电话反复咨询*

妊娠是一种特殊的生理过程#随着胎儿的生长发育#孕妇

的生理心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而孕妇及家属对此不太了解#

往往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紧张)焦虑等问题+

($M

,

*因此#孕

妇和家属需要了解和掌握妊娠有关的知识#以减轻她们对妊娠

和分娩的恐惧*产前健康教育可以给孕妇心理)情感)生理上

的支持#减少了对自然分娩的各种干扰因素#充分发挥了产妇

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个产妇能够愉快地度过分娩期#确保母婴

身心健康+

O

,

*孕妇学校健康教育服务要体现以人为本#围绕孕

妇对健康教育的需求#提供行之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

H$F

,

*

孕妇健康教育应针对孕妇健康教育知识需求中关注的问

题#因人而异地制定适合个体化的健康教育方式及相应的护理

措施#以促进孕妇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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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基层医院输血前正确选用梅毒检验方法的探讨

陈桂兰!陆
!

燕!周
!

方!周真珍!俞广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AGM%))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在输血前梅毒筛查中四种不同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结果的符合程度!建议基层医院

选择敏感$快速$经济的方法提高阳性检出率!防止医患纠纷产生%方法
!

%GHOM

例输血前血液标本!应用梅毒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

!C$W9K&P

#$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CCP

#$梅毒胶体金试验"

P'JT&\C

#$甲苯胺红

不加热血清试验"

!BX&!

#检测%结果
!

!C$W9K&P

检出阳性标本
FL%

例!阳性率
MD(AY

"

FL%

(

%GHOM

#&

!CCP

检出

阳性标本
HF(

例!阳性率
ADFFY

"

HF(

(

%GHOM

#&

P'JT&\C

检出阳性
HAF

例!阳性率
ADOOY

"

HAF

(

%GHOM

#&

!BX&!

检出阳性
M(F

例!阳性率
GDG%

"

M(F

(

%GHOM

#%

HF(

例
!CCP

阳性中!

W9K&P

阳性
HF(

例!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C

法阳性
HA)

例!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BX&!

法阳性
LMM

例!与
!CCP

符合率
FGDOY

%结论
!

输血前患者

梅毒螺旋体抗体筛查应选用
!C$W9K&P

法进行初筛!基层医院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可选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PT$

'J&\C

#!然后加做
!CCP

进行确证及
!BX&!

区分现行或继往感染%仅做
!BX&!

漏检既往感染者!容易引起医

疗纠纷%

!关键词"

!

输血前&

!

梅毒&

!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梅毒胶体金试验

IJK

!

%)DLFMF

"

N

D/<<.D%MO($FGAAD()%)D(LD)(H

中图分类号#

BGGMDM

文献标志码#

P

文章编号#

%MO($FGAA

"

()%)

#

(L$(M%H$)(

!!

梅毒&

<

1S

+/3/<

'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主要经

性行为传播的慢性疾病#梅毒也可经胎盘传播和输血传播+

%

,

#

梅毒血清学试验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检测非特异性梅毒螺旋

体抗体(另一类是检测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如
!CCP

)

!C$

W9K&P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等*卫生部于
()))

年印发了.临床

输血技术规范/里面只提到要检测梅毒#而没有规定用什么方

-

H%M(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

97:824'3/.

!

I2*20:2,()%)

!

-̂3DO

!

T-D(L



法*据调查#目前基层医院大多数仅用
!BX&!

检测*本文将

!C$W9K&P

)

P'JT

)

&\C

)

!CCP

)

!BX&!G

种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标本
!

本院
())F

年
H

月至
()%)

年
M

月患者做输血前梅

毒检查
%GHOM

例标本*

DDE

!

试剂与仪器
!

!BX&!

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

W9K&P

试剂盒由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C$

CP

试剂盒由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提供(梅毒胶体金试剂

&

&\C

'由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提供#以上试剂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仪器为
:/-*233()%)

酶标仪&郑州博赛公司'*

DDF

!

方法
!

G

种方法均严格按照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DDG

!

统计学方法
!

计数资料比较用
&

( 检验*

E

!

结
!!

果

%GHOM

例输血前患者中
!C$W9K&P

阳性
FL%

例#

!CCP

阳

性
HF(

例#胶体金阳性
HAF

例)

!BX&!

阳性
M(F

例#结果见

表
%

*

表
%

!

%GHOM

例输血前检测梅毒标本
G

种方法

!!

结果比较%阳性率
Y

&

项目
!C$W9K&P !CCP P'JT&\C !BX&!

阳性
FL%

&

MD(A

'

HF(

&

ADFF

'

HAF

&

ADOO

'

M(F

&

GDG%

'

阴性
%LFGA %LFHG %G)%O %G(GO

合计
%GHOM %GHOM %GHOM %GHOM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比较用
&

( 检验*因
!CCP

为确认

试验#故用其余方法与其比较*

!CCP

与
W9K&P

得
&

(

E

)DHHH

#

!

%

)D)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CP

与胶体金得
&

(

E

)DMM)H

#

!

%

)D)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CP

与
!BX&!

得

&

(

EGODF(M%

#

!

$

)D)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P

确认试验

阳性
HF(

例与
&\C

)

W9K&P

)

!BX&!

比较其符合情况!

!CCP

确认阳性
HF(

例中
W9K&P

法
HF(

例阳性#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CCP

确认阳性
HF(

例中
&\C

法阳性
HAF

#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CCP

确认阳性
HF(

例中
!BX&!

法阳性

LMM

例#与
!CCP

符合率
FGDOY

*结果显示#

W9K&P

)

&\C

法

与
!CCP

符合性好*

!BX&!

与
!CCP

符合性较低*

F

!

讨
!!

论

梅毒螺旋体感染后机体可产生特异性抗螺旋体抗体和非

特异性抗类脂质抗体*

!BX&!

检测的非特异性类脂质抗体

也称反应素#为梅毒螺旋体损伤组织所产生#一般在硬下疳出

现
G

周才能检出#出现晚于特异性梅毒抗体#在疾病的非活动

期或治疗后容易消失#灵敏度较差#并且该法受某些其他疾病

的影响如自身免疫性疾病)麻风病)病毒感染)高脂血症及妊娠

时均易产生假阳性结果#特异性不高+

(

,

*临床上常将之作为梅

毒患者治疗后滴度的检测及疗效观察#而单独用于梅毒的筛查

和诊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C$W9K&P

法检测的是梅毒特异

性抗体#是将基因重组表达的梅毒膜特异性抗原包被在微孔板

上#用双抗原夹心法测定梅毒特异性抗体*

!C$W9K&P

方法主

要检测梅毒螺旋体
K

@

"

和
K

@

8

抗体#

!C$W9K&P

方法检测操作

简便#结果用酶标仪分析#客观准确#便于保留及标准化管理#

对各期梅毒的检出率都较高#可用作筛查#因此
!C$W9K&P

方

法被公认为梅毒血清学诊断实验的首选方法+

($L

,

*

!CCP

法是

梅毒的特异性试验#

!CCP

法是将提纯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

原包被明胶颗粒上#当抗原与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发生特异性

反应时就会出现颗粒凝集现象#凝集的强弱与抗体浓度呈正相

关*但
!CCP

法操作较繁琐#需多步稀释#耗时较长#而且试

剂价格昂贵#结果判断难以自动化#不易保存#故不适用于大批

量检测+

G

,

#尤其试剂溶解后需在短时间内用完#否则造成浪费#

难以在基层医疗单位的筛选和临床诊断中推广和应用#因此探

寻简便快捷而又准确的实验方法用于梅毒的筛查和诊断对基

层医疗单位无疑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表
%

显示#以
!CCP

确认试验为标准#其余
L

种方法与之比较#

W9K&P

法
!E

)DLGAH

#

!

%

)D)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法
!E)DG%ML

#

!

%

)D)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9K&P

法及
&\C

法对输血前梅

毒检测结果比较接近*而
!BX&!

法
!E)

#

!

$

)D)A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F(

例
!CCP

阳性中#

W9K&P

阳性
HF(

例#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C

法阳性
HA)

例#与
!CCP

符合率

FFDOY

#

!BX&!

法阳性
LMM

例#与
!CCP

符合率
FGDOY

*结

果显示!

W9K&P

)

&\C

法与
!CCP

符合性好*

!BX&!

与
!C$

CP

符合性较低#说明
!BX&!

对输血前梅毒检测有明显的漏

检情况*

检测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的各种方法#如
!CCP

)

!C$

W9K&P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等#此类方法同时检测
K

@

"

和
K

@

8

#

梅毒患者经正规治疗#其梅毒螺旋体抗原消失后
K

@

"

抗体仍可

继续存在#不易转阴也不随病程的发展和治疗好坏与而变化#

可终身或半终身保留#并可在血清中检出+

G

,

*输血前检测梅毒

的目的与门诊诊疗有所区别#门诊诊断往往可以忽略既往感染

患者#而只对现行感染患者进行治疗*输血前患者的梅毒检

测#有必要把现行感染及既往感染存在的抗体均告知患者#以

免引起输血纠纷*因为本次选择的人群为各科患者输血前常

规检测梅毒#而非门诊专为诊治梅毒而来就诊的人群#此次经

比对后发现#

!CCP

阳性而
!BX&!

阴性的患者#几乎均为既

往感染者*分析中还发现#

FL%

例
W9K&P

阳性而
!CCP

确认

后有
LF

例阴性的患者#多为
M)

岁以上老年患者#与梁庆华+

A

,

W9K&P

法在老年性梅毒检测中存在假阳性偏高的现象相符*

综上所述#输血前患者梅毒螺旋体抗体筛查应选用
!C$

W9K&P

法进行初筛#基层医院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可选用胶体

金免疫层析法&

PT'J&\C

'#然后加做
!CCP

进行确证及

!BX&!

区分现行或继往感染*如仅做
!BX&!

漏检既往感染

者#容易引起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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