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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足口病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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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肠道病毒核酸结果均为阴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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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肠道病毒
3Z2

进行快

速检测!为手足口病的早期诊断提供诊断依据!并对手足口病患儿的病情分析'治疗及预后观察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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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近年来呈爆发趋势#严重影响婴幼儿的生活及学

习#且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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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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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安徽阜阳爆发的手足口病疫情#出现了部分死亡病

例#从而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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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手足口病的病原学进行快速

检测#对手足口病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后观察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应用实时荧光逆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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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疾病#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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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病是一种可预防/可治愈的疾病#主要在于早期诊断/早期

隔离/早期治疗)因而对手足口病病原学进行快速检测对该病

的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手足口病诊断以临床表现为

主要手段#传统的实验室诊断方法有病毒分离/中和试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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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样本类型范围广#可采用血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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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快速准确#家长易于接受#可

作为手足口病的常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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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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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B//2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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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粒子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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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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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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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学发光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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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患

者血清标本进行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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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
!?A'

份血清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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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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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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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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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用于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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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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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高度传染性)近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呈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

国家卫生部公布的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中#梅毒发病人数

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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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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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跃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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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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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梅毒的临床

表现较复杂#且梅毒螺旋体培养很难#故血清学检测是诊断梅

毒的重要依据之一#常用的血清学方法包括梅毒螺旋体血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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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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