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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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和
)2!$

感染所致)特别是
.YA!

可出现无菌性脑膜

炎/脑炎/脑脊髓炎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严重者可致死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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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等*

?

+

)病毒分离时间长#操作繁琐)血清中和试验和

.+-,2

用于疾病早期诊断灵敏度不高)而实时荧光
3B1/)3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反应和分析完全在封闭的条件下完成#防

止
/)3

污染)整个检测过程只需
'

#

?H

左右#操作简便/快

速#可为手足口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实验依据#因而已广泛应用

于肠道病毒核酸检测)研究表明应用实时荧光
3B1/)3

检测

.Y

/

.YA!

和
)2!$

*

%1A

+

#可为手足口病提供快速而准确的病原

学诊断依据#适合于手足口病的早期诊断)

本实验室应用实时荧光
3B1/)3

检测了
"'$

份手足口病

患儿粪便及脑脊液标本#肠道病毒阳性率为
0!#?%\

#

.YA!

和

)2!$

检出率分别为
'A#!A\

和
"'#0'\

#

.YA!

阳性率高于

)2!$

#表明本地区以
.YA!

感染为主)其中有
?

例同时检出

.YA!

和
)2!$

#其临床症状是否比单一感染更严重还有待进

一步分析)

"

例脑脊液标本中均未检测到
'

种肠道病毒核酸)

有部分标本
.Y

阳性而
.YA!

和
)2!$

均为阴性#表明还存在

非
.YA!

和
)2!$

肠道病毒感染#究竟为何种肠道病毒感染还

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实时荧光
3B1/)3

检测样本类型范围广#可采用血液/大

便/咽拭子/疱疹液/脑脊液/肛拭子等进行检测#标本采集方

便#阳性率高于
3B1/)3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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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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结果比较

毕红琳!

!马
!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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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升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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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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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与微粒子化学发光法

"

)X-2

$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方法
!

分别用
B//2

'

.+-,2

与化学发光法对
!?A'

份患

者血清标本进行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
!

检测的
!?A'

份血清标本中!

B//2

确证阳性
!0$

例!阳性率

!'#'\

%以
B//2

作为参照!

)X-2

敏感性为
!&&\

"

!0$

(

!0$

$!特异性为
0(#0\

"

!"$'

(

!"AA

$#

.+-,2

的敏感性为

0A#?\

"

!0!

(

!0$

$!特异性为
0A#$\

"

!"?$

(

!"AA

$%结论
!

三种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X-2

法可用于梅毒抗体

的临床筛查%

"关键词#

!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

微粒子化学发光法#

!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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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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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的第
%

位跃居为
"&&A

年的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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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

B/52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B//2

&/梅毒螺旋

体荧 光 抗 体 吸 收 试 验 $

bB212a,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

.+-,2

&和微粒子化学发光法$

)X-2

&)本文应用
)X-2

/

.+-,2

和
B//2'

种方法同时检测梅毒抗体#并对这
'

种方法

进行比较#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
!

美国雅培公司的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仪器

23)5-B.)BL1"&&& ,

9

=GD:

#配 套 试 剂 为
23)5-B.)B3

,

9;

HL8L=B/

)

.+-,2

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试剂盒为北京万泰

生物公司产品)

B//2

试剂盒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试

剂盒$试剂盒包含溶解液/血清稀释液/致敏粒子和阳性对照

血清&)

$#/

!

标本来源
!

!?A'

份血清标本来自
"&&0

年
!

月至
"&!&

年
A

月本院性病专科门诊患者#采静脉血及时分离血清#置

]"&i

保存)

$#'

!

方法
!

所有血清标本分别用
B//2

/

.+-,2

和
)X-2

进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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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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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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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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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血清学检测)操作严格按照试剂说

明书进行)

$#1

!

统计学分析
!

以
B//2

测定结果作为标准#分别分析

)X-2

和
.+-,2

测定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Y

&和

阴性预测值$

Z/Y

&)

/

!

结
!!

果

!?A'

份血清标本中#

B//2

法检测阳性
!0$

例#阳性率

!'#'\

)以
B//2

为参照标准#

)X-2

敏感性为
!&&\

$

!0$

"

!0$

&#特异性为
0(#0\

$

!"$'

"

!"AA

&#

//Y

为
0'#'\

#

Z/Y

为

!&&\

%

.+-,2

法敏感性为
0A#?\

$

!0!

"

!0$

&#特异性为
0A#$\

$

!"?$

"

!"AA

&#

//Y

为
($#&\

#

Z/Y

为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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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最常用的梅毒血清学试验包括非特异性梅毒螺旋

体试验和梅毒螺旋体试验#前者相对容易操作#且较为便宜)

但由于是非特异性试验#假阳性率较高*

!

+

#阳性结果需用后者

予以证实)并且在
+

期梅毒敏感性和既往感染的敏感度较

低*

"1?

+

#故不适合作为梅毒的初筛试验)

梅毒螺旋体试验是用梅毒抗原检测其特异性抗体#试剂抗

原分为梅毒螺旋体及其裂解物和重组抗原几种#包括经典的

B/52

/

B//2

/

bB212a,

/

.+-,2

和蛋白印 迹 法 $

dD=GD*J

N8CGGLJ

O

#

da

&等)近年来美国雅培公司开发了
)X-2

测定血

清或血浆梅毒特异性抗体的试剂盒)其基本原理!标本或包被

有重组梅毒抗原$

B

;

Z!%

/

B

;

Z!A

和
B

;

Z?A

&的微粒子和稀释

液混合后#标本中的梅毒抗体同微粒子上包被的梅毒抗原结

合#清洗后#加入标记有吖啶酯$

FK*LMLJL<:

#

2.

&的抗人
1-

O

X

或
-

O

U

#再次洗涤后#加入预激发液和激发液#通过测定反应液

的相对光强度而反映血清中梅毒抗体的水平)该方法从检测

到结果判定均由仪器自动完成#节省时间#操作简便#干扰因

素少)

本试验结果显示#以
B//2

法为判断金标准#

)X-2

法敏

感性为
!&&\

#特异性为
0(#0\

%

.+-,2

法敏感性为
0A#?\

#

特异性为
0A#$\

)说明
'

种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对阳性

标本具有较强的检出能力)

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抗体是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一项新

技术#国外有报道化学发光法检测各期梅毒患者梅毒抗体的敏

感性均较高#为
0(#A\

#

!&&\

#特异性为
00#0\

*

!

+

)国内报

道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抗体的敏感性为
!&&\

#特异性为

00#'\

*

%

+

)本次试验结果与上述报道较一致)总之#

)X-2

法

检测梅毒抗体#同
B//2

/

.+-,2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而且自动

化程度高#能减少检测过程中的人为因素的干扰#简便快捷#是

一种在临床具有较好应用前景的梅毒抗体的检测方法#适合于

临床大规模样本的筛查#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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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实验室资料的回顾性分析与总结!探讨免疫性输血反应发生的

原因及如何确保输血的免疫性安全%方法
!

对医院实验室近
!&

年共
'A

例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血型血清学检查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和评价!比较
'

种血型血清学方法的输血前检测在保证免疫性输血安全的作用%结

果
!

'A

例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样本中因管理方面造成有
$

例!由于专业技术水平和方法学的原因共
'!

例!辖区

内全面推广输血前
c

抗原及不规则抗体筛查血型血清学试验前后仅
?

例%

!000

#

"&&?

'

"&&?

#

"&&0

年这两个
%

年

中!因不规则血型抗体导致溶血性输血反应分别为
"A

例"

(#A\

$和
?

例"

!"#0\

$%结论
!

加强输血前血型血清学

的检测与管理是保障临床输血免疫性安全和输血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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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性输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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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人球蛋白试验#

!

酶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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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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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性输血反应是输血后红细胞受到破坏所引起的一系

列反应)一般分为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和迟发性溶血性输血

反应#一般
2a4

血型系统的
-

O

X

血型抗体所致为急性溶血性

输血反应#

2a4

血型系统的
-

O

U

血型抗体以及
2a4

以外的血

型系统的
-

O

U

不规则血型抗体所致为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当然后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引起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

+

)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自
!000

年本站建立血型参比实验室以来#对临床

报告的
'A

例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实验室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

$#/

!

试剂来源
!

菠萝酶/直接抗人球蛋白试剂/

2a4

标准红

细胞/

!

#

!'

号谱细胞/抗
12!

/抗
12"

/抗
15

及抗
1c

标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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