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
7SS:

非常接近*

$

+

,

7SS:

试验是一

种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特异的)灵敏的被动血凝试

验,试验血细胞为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原包被)经过醛化和

鞣化的鸡红细胞#对照血细胞为未用上述抗原包被的经过醛化

和鞣化的鸡红细胞#如果是阳性标本#当和致敏的鸡红细胞混

合后#抗体和抗原的结合会引起致敏血细胞凝集#在血凝板底

部形成凝集块#如为阴性标本#则血细胞在孔底形成致密的沉

淀,检测抗密螺旋体抗体的方法主要有
7S]:

和
7SS:

#目

前主要用于筛检阳性标本的确诊*

&

+

,经
$

种方法比较#

7S]:

)

R3+-:

操作简便)敏感性较高)成本较低#可用于大样

本的筛查,

因此#梅毒检测要根据检测人群)目的不同而选择合适的

实验方法,各种方法都有独特的优点和缺点#检验人员应从具

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和完善梅毒诊断方法#指导临床及

时治疗梅毒患者#对控制梅毒的蔓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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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

曾美文"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早期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方法
!

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检测梅毒患者

血清抗心磷脂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检测梅毒螺旋体"

7S

$抗体!采用
R3+-:

检测梅毒患者血清干

扰素
4

"

+,9/

4

$'白细胞介素
$

"

+3/$

$含量%结果
!%

期梅毒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抗
7S

抗体滴度显著高于
)

期梅毒

"

9;"%"(!

!

"

$

'%'&

#

=;"%&($

!

"

$

'%'&

$!血清
+,9/

4

含量显著低于
)

期梅毒"

=;#%'#'

!

"

$

'%'!

$!

+3/$

含量高于

)

期梅毒"

=;"%$()

!

"

$

'%'&

$%

)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
+,9/

4

'

+3/$

含量比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结论
!

在梅毒早期出现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中!细胞免疫在梅毒病程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现象%

"关键词#

!

梅毒&免疫学#

!

梅毒血清诊断#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干扰素
4

#

!

白细胞介素
$

#

!

抗心磷脂抗体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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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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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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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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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感染所致的一种性传播疾病#梅毒感

染后机体对梅毒的免疫学效应在梅毒的发生)发展及痊愈中起

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
)

期和
%

期梅毒的抗心磷脂抗体)抗

梅毒螺旋体$

7S

&抗体)干扰素
4

$

+,9/

4

&及白细胞介素
$

$

+3/

$

&含量的测定#探讨梅毒患者血清的免疫学变化,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就诊的梅

毒患者
(!

例#未经驱梅治疗#其中男
#&

例#女
"(

例,

)

期梅

毒
#)

例#

%

期梅毒
"#

例$依据梅毒临床表现分型&,健康对照

组
"'

例为健康献血人员,

$%/

!

方法与试剂来源

$%/%$

!

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8S8

&检测抗心磷脂抗体#试剂

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阳性标本作滴度测定,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测定抗
7S

抗体#试剂盒

由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酶标仪于
$&'A0

波长处测定

吸光度$

.Q

&值#以弱阳性对照的
.Q

值为临界$

HIC/1GG

&值#大

于或等于
HIC/1GG

值为阳性,计算各标本
.Q

值与
HIC/1GG

值的

比值#即
-

"

6.

值,

$%/%'

!

R3+-:

测定
+,9/

4

)

+3/$

含量$试剂盒由上海森雄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操作#以
$&'A0

波长处测

出
.Q

值#通过标准曲线计算含量,

$%'

!

统计学方法
!

8S8

检测数据采用两组资料的秩和检验%

抗
7S

抗体)

+,9/

4

和
+3/$

数据以
:>F

表示#用
=

检验确定
"

值#比较各组资料的统计学差异,

/

!

结
!!

果

/%$

!

抗心磷脂抗体检测结果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平均滴度
!%'''g=%&))

,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平均滴度
!%''g#$%'<

$

9;"%"(!

#

"

$

'%'&

&,

/%/

!

抗
7S

抗体检测结果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
-

"

6.

平均值为
!%<==>'%<'!

%

%

期梅毒阳性率

!''X

$

"#

"

"#

&#阳性标本
-

"

6.

平均值为
"%&=(>'%)$$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9/

4

)

+3/$

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R3+-:

测定
+,9/

4

)

+3/$

结果%

:>F

&

MD

'

03

(

组别
, +,9/

4

+3/$

)

期梅毒
#=

!&"%=!>"'%!(

"

!#"%!!>")%$&

"

%

期梅毒
"#

!#(%<">!)%=#

"#

!$<%#">""%"#

"5

健康对照
"' !!<%&'>!&%("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与
)

期梅毒组比较#

#

"

$

'%'!

#

5

"

$

'%'&

,

)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血清
+,9/

4

含量与健康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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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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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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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显著升高$

=;(%#<#

#

"

$

'%'!

%

=;#%")"

#

"

$

'%'!

&#

%

期

梅毒组较
)

期梅毒组血清
+,9/

4

含量显著降低$

=;#%'#'

#

"

$

'%'!

&%

)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血清
+3/$

含量比健康对照组

显著升高$

=;#%)#<

#

"

$

'%'!

%

=;(%''!

#

"

$

'%'!

&#

%

期梅毒

组比
)

期梅毒组血清
+3/$

含量显著升高$

=;"%$()

#

"

$

'%'&

&,

'

!

讨
!!

论

7S

侵入机体后#针对
7S

的不同成分机体可产生多种抗

体#其中抗心磷脂抗体是
7S

在破坏组织的过程中释放出的一

种抗原性心磷脂#可刺激机体产生非特异性抗体#主要是
+

D

*

及少量的
+

D

W

#该抗体没有任何保护作用,抗体针对
7S

多种

膜蛋白或轴丝抗原等成分可产生抗
7S

特异性抗体#具有高度

的免疫性#可制动并中和完整的
7S

*

!

+

,本研究中#

)

期梅毒

8S8

阳性率低于
R3+-:

阳性率#这是因为
7S

感染后抗心磷

脂抗体的出现晚于抗
7S

特异性抗体*

"

+

,临床上
8S8

多用于

疗效观察#并发现
%

期梅毒血清中抗
7S

特异性抗体的滴度显

著高于
)

期梅毒#但
7S

仍能繁殖和扩散#说明抗
7S

抗体的保

护作用有限*

#

+

,已有研究认为#梅毒的主要免疫防护机制是迟

发性变态反应#在机体杀灭
7S

的过程中#细胞免疫起着重要

作用*

$

+

,正常机体内
7F!

"

7F"

维护动态平衡#

7F!

细胞主要

分泌
+,9/

4

)

+3/"

#

+,9/

4

是
7F!

细胞亚群最主要的效应因子,

7F"

细胞主要产生
+3/$

)

+3/&

#可协助
Y

淋巴细胞产生机体介

导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拮抗巨噬细胞活化
7F!

型细胞因子的

作用#其中
+3/$

被认为是典型的由
7F"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对
7

)

Y

淋巴细胞的发育以及驱动体液免疫反应和抗体的产生

是十分重要的*

&

+

,本研究中#

)

期梅毒组和
%

期梅毒组的细胞

因子
+,9/

4

)

+3/$

含量均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
+,9/

4

)

+3/$

参

与了机体的免疫调节过程#在梅毒病程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病程的发展#

+,9/

4

的含量
%

期梅毒

明显低于
)

期梅毒
+,9/

4

的含量#而
+3/$

含量
%

期梅毒显著

高于
)

期梅毒#也就是说
7F!

细胞功能受抑#

7F"

细胞功能优

势表达#说明
7S

感染早期其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造成梅毒的潜伏与持续#从而支持
,@Ĉ

D

BJE2N

*

(

+提出的

)

期梅毒为
7F!

细胞占优势#

%

期梅毒则转为
7F"

细胞占优

势的假设,因此#研究梅毒患者血清
+,9/

4

)

+3/$

含量的动态

变化#有利于临床适时了解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在驱梅治疗

过程中#调节患者的免疫力#对临床治疗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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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影响痰涂片抗酸杆菌检出率的因素分析

李
!

强!陆其斌"江苏省阜宁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影响痰涂片抗酸杆菌检出率的因素%方法
!

对
##<

份痰标本采用抗酸染色!统计不同咳

痰时间'不同性状痰标本的阳性检出率%结果
!

血痰和脓性痰涂片的阳性率高达
#"%#X

和
#!%#X

!黏液痰和唾液

痰涂片的阳性率只有
=%$X

和
!%$X

%痰涂片阳性率依次为晨痰'夜间痰'即时痰%结论
!

晨痰'血痰'脓性痰阳性

检出率高!应强调收集晨痰'血痰'脓性痰送检%

"关键词#

!

结核分枝杆菌#

!

染色与标记#

!

痰&微生物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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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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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世界卫生组

织$

5].

&已重新将结核病作为重点控制的传染病#并宣布0全

球结核病紧急状态1#将每年
#

月
"$

日定为0世界结核病

日1

*

!

+

,痰涂片抗酸染色检查结核菌对诊断结核病具有重要临

床价值#虽然近些年出现了不少新的检测方法#其中包括基因

检测$

S68

技术&等#但目前仍不能替代传统的萋尔
/

尼尔逊

$

f@BF2/9BB2?BA

#&抗酸染色法,因此#该方法至今被
5].

及

国际防痨和肺病联合会$

+d:73Q

&推荐为诊断结核病的首选

方法*

"

+

,为了进一步加强结核病控制工作#提高结核病细菌学

实验室质量和肺结核患者检出率#本文对
"''<

年不同性质)不

同咳痰时间的痰涂片染色镜检结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来本院检查患者的不同性

质$脓性痰)血痰)黏液痰和唾液痰&痰标本及不同时间段$即时

痰)夜间痰和晨痰&痰标本共
##<

份,

$%/

!

方法
!

痰直接涂片抗酸染色后镜检#每份痰标本为
#

!

&

03

#操作方法按文献*

#

+痰涂片镜检质量保证标准进行,

$%'

!

结果判定
!

按2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3

*

$

+镜

检与报告标准#连续
#''

个视野未发现抗酸杆菌为阴性%

!

!

)

条"
#''

视野#报告抗酸杆菌的条数%

#

!

<

条"
!''

视野#为抗酸

杆菌阳性$

h

&%

!

!

<

条"
!'

视野#为抗酸杆菌$

hh

&%

!

!

<

条"

每个视野#为抗酸杆菌$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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