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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广东省台山市梅毒感染情况!对梅毒检测方法学进行评价!为制订相应的干预和实验室检

测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

$和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8'710

$方法进行

检测!阳性结果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0

$进行确认&结果
!

*.).

年共
/<-

份血清样本"上半年
,)<

份!下半年
*==

份$!在
>##0

法确诊的
6/

份阳性标本中!

"#"

法检出阳性
)-

份!敏感性为
,/+/-T

#

8'710

法检出

阳性
6,

份!敏感性为
</+/-T

&

"#"

法共检出阳性
*)

份!有
/

份确诊为阴性!特异性为
<<+)-T

#

8'710

法共检出

阳性
6-

份!有
,

例确诊为阴性!特异性为
<<+/.T

&

"#"

和
>##0

阳性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8'710

与
>##0

阳性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8'710

检测法比
"#"

检测法的敏感性高!特异性好!可

作为梅毒感染的一种理想检测方法!对控制梅毒的性传播有重要意义&但对
8'710

阳性标本应做
>##0

确认&

#关键词$

!

梅毒#

!

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

!

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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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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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梅毒发病率逐年急速增长#据报

道部分地区梅毒从
)

"

).

万已经发展到
)

"

)...

#这已经成为严

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为提高梅毒的诊断率#了解本地区梅毒

感染情况#指导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作者
*.).

年采用快速血

浆反应素试验$

"#"

&和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8'710

&两种方法对来本院体检人员进行了统一的梅毒筛查#

阳性结果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0

&方法确诊#同时

对这两种检测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

-

)梅毒是由苍白密螺旋体

引起的一种性传染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梅毒螺旋体对人

体的黏膜及皮肤有较强的亲和性#可以引起全身各组织和脏器

的损害,

,

-

)因此选择简单*快速*准确的方法和试剂是实验室

工作人员的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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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到本院进行体检人员#年龄为
)/

"

//

岁)

$+/

!

试剂来源
!

"#"

检测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

8'710

检测试剂由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0

检测试剂由日本富士公司提供)

$+'

!

仪器
!

酶标仪*洗板机*震荡机*移液器*

11V

型电热恒

温水槽*计时器等)

$+1

!

检测方法
!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2

!

统计学方法
!

用
1#1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种方

法差异的比较用两样本率的
!

* 检验法)

$+)

!

名词解析
!

敏感性
^

真阳性"
>##0

阳性%特异性
^

真阴

性"总标本数%阳性符合率
^

检测阳性数"真阳性数)

/

!

结
!!

果

/+$

!

"#"

与
8'710

检测结果比较
!

*.).

年共检测样本
/<-

份#

"#"

检测阳性
*)

份#阳性率
,+/*T

%

8'710

检测阳性
6-

份#阳性率
=+=*T

)根据两样本率比较的
!

* 检验结果#两种

方法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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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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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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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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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U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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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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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8'710

检测阳性结果与
>##0

确认结果比较
!

将
/<-

份血清标本中
"#"

与
8'710

检测阳性的
6-

份血清标

本$

"#"

检测的阳性标本
8'710

检测均为阳性&#经
>##0

试

验确认阳性
6/

份#

"#"

与
>##0

阳性符合率为
,U+).T

#根据

两样本率比较
!

* 检验的统计结果#两者阳性结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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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0

阳性符合率为

</+*6T

#根据两样本率比较
!

* 检验的统计结果#两者阳性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表
,

&)

表
)

!

/<-

份标本
"#"

与
8'710

检测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阴性 阳性 合计 阳性率$

T

&

"#" /=/ *) /<- ,+/*

8'710 //. 6- /<- =+=*

表
*

!

"#"

检测阳性结果与
>##0

确认阳性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检测标本数 阳性数 阴性数 阳性符合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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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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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0

检测阳性结果与
>##0

确认阳性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检测标本数 阳性数 阴性数 阳性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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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

传染性#梅毒螺旋体对人体的黏膜及皮肤有很强的亲和性#可

以引起全身各组织和脏器的损害)梅毒螺旋体侵入人体后产

生两种抗体#一种是螺旋体破坏组织时释放的心类脂刺激机体

产生的抗体及反应素#另一种是特异性的梅毒螺旋体抗体
7

Q

4

和
7

Q

Y

)具文献报道,

6

-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血清中产生的

抗螺旋体抗体比类脂质抗体出现早#且特异性抗体出现早*消

失晚#即使经过正规抗梅毒治疗#仍可检测出其特异性抗体#甚

至终身检出)

"#"

法是一种常用的梅毒血清学筛选试验#检查的是人

体内的反应素)该试验原理是用未经处理的活性碳颗粒$直径

,

"

/

#

N

&吸附
W("'

抗原$

.+.,T

心拟脂*

.+*)T

卵磷脂*

.+<T

胆固醇#用无水乙醇配制&)此颗粒如与待测血清中反应

素结合#便形成黑色凝集块#可肉眼观察结果#也可将标本倍比

稀释$

)f*

*

)f6

"

)f,*

&进行半定量试验#对疗效和判断是否

再感染有一定价值)该试验操作简便*快速#可肉眼判断结果#

不需要特殊器材#易于推广#可广泛应用于普查*筛选)但是反

应素试验特异性不强#敏感性较低)梅毒螺旋体破坏组织可使

机体产生反应素#而其他破坏机体的过程也可产生反应素#所

以患者
"#"

试验阳性#不一定感染梅毒螺旋体)人体某些生

理或病理状态#如怀孕*病毒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

斑狼疮*上呼吸道感染*肺结核*肺炎*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

干燥综合征*慢性肾炎和海洛因成瘾等#

"#"

都可以呈假阳

性%同时#由于梅毒感染者下疳出现最初几天内血清反应素抗

体效价较低#

"#"

试验可能呈假阴性结果,

/;-

-

)因此#

"#"

一

般只作为初筛手段#不能单独据其结果诊断梅毒感染#而应对

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密切随访#并采用
>##0

法进行确诊)

梅毒螺旋体
8'710

试验是随着近年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

的研制成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血清学检测方法#是利用重组梅

毒螺旋体
>#6=

*

>N#0

抗原包被微孔板和辣根过氧化物酶标

记的
>#6=

*

>N#0

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清中的梅毒特异性抗

体#该试验使用基因工程方法制备重组抗原代替以往使用的野

生型梅毒螺旋体抗原#易于纯化#极大提高了试验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

=

-

)

>#;8'710

有结果客观准确*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稳定性好#不受溶血和纤维蛋白影响#可自动化进行#结果清

晰#并可与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结合进行加样检测与分析#采

用电脑软件处理*保存*传输数据#使检测更客观准确#数据管

理更规范化#是目前梅毒血清学诊断试验的首选方法#可作为

早期梅毒诊断的方法#尤其适用于二期梅毒的诊断)但
>#;

8'710

本身也存在问题#如标本中一些类过氧化物酶样物质

的增高#血浆蛋白紊乱等#会造成假阳性,

*

-

)而当标本梅毒螺

旋体抗体滴度低于试剂检测限时#又可出现假阴性)

>##0

为梅毒确诊试验#其特异性和敏感性相当高#但由

手工操作#判断主观#步骤繁琐#对操作人员水平要求也较高#

结果判断难以自动化#且试剂昂贵#因此不适用于大规模检测#

多用于阳性结果确认)

综上所述#

>#;8'710

法在梅毒大规模筛查中更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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