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发#在有效期内使用+双向肝浸液培养基为

本实验室自配#高压灭菌后备用+血样采自
%($(

年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对从事养殖业$放羊人员,兽医,屠宰工人&

4((

例高

危人群+

$&/

!

方法
!

4((

例高危人员的血样同时做虎红平板凝集反

应,抗体测定试管凝集试验和细菌学检验+虎红凝集反应采用

快速玻片血清凝集反应+抗体测定采用试管凝集试验参考标

准河南省布氏菌病疫情监测方案布氏菌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

$((ll

及以上判定为阳性#同时将血样接种于双向肝浸液

培养基培养分离布氏菌+

/

!

结
!!

果

/&$

!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

4((

例高危人员有
$%'

例虎红平板

凝集反应判为阳性#其他均判为阴性+

/&/

!

抗体测定
!

4((

例高危人员有
$)

例试管凝集试验效价

在
$]$((ll

及以上判为阳性#

%

例
$]'(ll

判为可疑#其

余均判为阴性+

/&'

!

细菌学检验
!

4((

例高危人员的血样接种于双向肝浸液

培养基分离培养后#有
%%

例分离出布氏菌#检出率为
:&87

+

其中在抗体测定的
%

例疑似,

%

例阴性中也分离出了布氏菌+

/&1

!

结果对比分析
!

4((

例血样经快速平板凝集反应结果判

为阳性有
$%'

例#抗体测定结果判为阳性的有
$)

例,

%

例疑

似+经细菌学检验分离到布氏菌的有
%%

例#经快速平板凝集

反应,抗体测定和细菌学检验结果相符的有
$)

例+其中#

:

例

抗体测定效价在
$]*((llll

的布病患者血样中分离到布

氏菌#

$'

例抗体测定效价在
$]$((llll

!

$]%((ll

中

分离到布氏菌+另外#从
%

例疑似,

%

例阴性血样中同样也分

离到布氏菌+这初步说明#抗体测定效价高低与细菌学检验是

否能分离出布氏菌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快速玻片血清凝

集反应#此法优点是操作简便易行#反应迅速且敏感#适合于大

面积筛查+细菌学检验准确率比较高#细菌培养的营养苛求而

且时间较长#不适合临床诊断)

:

*

+抗体测定实用于临床诊断#

应以抗体测定诊断为主+

'

!

讨
!!

论

布氏病存在于我国大部分地区#而我市确诊的病例也逐渐

增多+除直接接触病羊的农牧民及屠宰户发病率高外#因饮食

不卫生导致患病的散在病例也有出现+这种情况应与重视)

*

*

+

本文通过
4((

例样本
:

种试验结果的对比#认为抗体测定结果

与细菌学检验结果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建议对直接

接触者,症状疑似而抗体测定结果为阴性的患者做一下细菌学

检测#以防漏检#造成误诊+同时也提醒广大人民#除直接接触

人员要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外#喜欢食用牛,羊肉,奶的人们一定

要熟透再食用#以防病从口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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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通过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技术"

K+\!.

$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T/!1.

$对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

毒标志物"

,-Y9C

$测定结果的比较!探讨
K+\!.

在
,-Y9C

测定中的应用'方法
!

采用
K+\!.

和
T/!1.

及其

配套试剂盒对
%:'(

例临床标本同时测定
,-Y9C

!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与
T/!1.

相比!

K+\!.

在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

,-E.

"

$与乙肝病毒
>

抗原"

,->.

"

$的测定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在乙肝病毒表面

抗体"抗
9,-E

$%乙肝病毒
>

抗体"抗
9,->

$及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9,-0

$的测定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Y9C

模式的检测方面!

K+\!.

与
T/!1.

相比灵敏度明显提高!特别是对抗
9,-E

%抗
9,->

%抗
9,-0

模

式的检出率显著增高"

!

#

(&('

$'结论
!

K+\!.

较
T/!1.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定量检测方法!

并能为疫苗接种提供可靠依据'选择恰当的方法才能降低实验室的不确定度!为室内质量控制建立良好的基础!更

好地服务于临床'

"关键词#

!

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技术#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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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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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乙型肝炎病毒$

H>

M

D?A?AE-BA=LE

#

,-Y

&感染高发

区#乙型肝炎$简称乙肝&为我国的常见病及多发病#本病病程

迁延#易转变为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对社会劳动力

影响极大#有效地预防和治疗
,-Y

感染是临床一项艰巨的任

务+乙肝表面抗原$

,-E.

"

&是临床实验室最为常用的检验项

目之一)

$

*

#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病情的诊断+

,-Y

病毒血清

标志物早期,准确的检测为临床对乙型肝炎感染的预防,诊断

及疗效观察提供重要的依据+临床上最常用的检测乙肝血清

标志物的方法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T/!1.

&#该法简便快速#

成本低廉#但受其方法学限制#检测灵敏度低#结果易受环境,

操作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只能提供定性的结果#给病情监测,

疗效观察及预后评估等带来了不便+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技术

$

K+\!.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乙肝血清标志物的定量检测方

法#灵敏度高#稳定性好+本文总结了本院自
%(()

年以来乙型

肝炎病毒标志物$

,-Y9C

&检测结果
%:'(

例#通过对比上述

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初步探讨两种检测方法的关系和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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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的临床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以来在本院就诊的检测乙肝病毒标

志物的门诊,体检及住院患者
%:'(

例#年龄
%(

!

4'

岁+

$&/

!

试剂
!

T/!1.

检测采用厦门新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

产的
,-Y

配套试剂盒$内含阴性,阳性对照血清&#批批检#有

效期内使用+

K+\!.

检测采用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的配套试剂盒+

$&'

!

仪器
!

酶标仪为郑州安图公司提供的
.;?H>E%($(

酶标

仪#

.ZcKT1K

时间分辨荧光分析仪由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

$&1

!

方法
!

同时采用
K+!\.

和
T/!1.

对
%:'(

例血清标本

进行
,-Y9C

测定#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T/!1.

方法检测参照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

)

%

*

#乙肝病毒表面抗体

$抗
9,-E

&和乙肝病毒
>

抗原$

,->.

"

&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原

理%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9,-0

&和乙肝病毒
>

抗体$抗
9,->

&

采用竞争法原理检测+

$&2

!

统计学方法
!

计数资料以率$

7

&表示#检测结果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种方法在
,-E.

"

和
,->.

"

的检出率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其他
:

项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的结果&

%d%:'(

'

检测项目
T/!1.

K+\!.

l U

符合率

$

7

&

灵敏度

$

7

&

特异性

$

7

&

,-E.

"

l

U

):(

%(

(

$'((

66&$ $((&( 6)&8

抗
9,-E.

l

U

$%((

$8(

$(

68(

6%&:

"

66&% )'&$

,->.

"

l

U

%)(

%(

(

%('(

66&$ $((&( 66&(

抗
9,->

l

U

)$(

$)(

(

$:4(

6%&:

"

$((&( ))&:

抗
9,-0

l

U

$%8(

%:(

(

)'(

6(&%

"

$((&( 8)&8

!!

注!与
T/!1.

相比#

"

!

#

(&($

+

'

!

讨
!!

论

T/!1.

法是定性方法#尽管吸光度比值批内变异系数能

满足临床的需要#但批间的差异无法控制#加上其吸光度判断

阴阳性#无法准确得知被测物的真正浓度#给临床诊断和治疗

造成一定的困难+由于其操作简便快速#成本低廉#适于大批

量样本检测#灵敏度,特异性基本满足乙肝病毒标志物定性检

测的要求#临床上检测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应用最多的是

T/!1.

法#但该方法的影响因素较多#检测结果易受操作手

法,前带现象)

: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

从而造成漏诊和误诊+而
K+\!.

)

*

*法是采用镧系稀土元素及

其螯合物$如
TL

:l

&作为示踪标记抗体或抗原来检测标本中的

相应的抗原或抗体#最后在微孔板表面形成抗
9,-E

,

,-E.

"

,

抗
9,-E

,

2KK.9TL

$

2KK.9TL

铕标记试剂&#洗涤除去游离的

铕标记抗
9,-E

#加入增强液将复合物上的
TL

:l 解离到溶液

中#并与增强液中的有效成分形成高荧光强度的螯合物#其荧

光强度与样本中的
,-E.

"

浓度成正比#利用时间分辨荧光分

析仪在激发后延迟测量时间#避免了非特异性荧光的干扰#提

高了检测的特异性+根据镧系元素发光时
1?<[>E

位移大)

'

*

#

可达
%6(;O

#有效地避免了由于
1?<[>E

位移小,激发光谱和发

射光谱部分重叠而造成的干扰#提高了光谱的分辨率+

本文
K+\!.

检测
,-Y9C

与
T/!1.

符合率在
6(7

以上#

灵敏度在
667

以上#特异性也较高+上表结果提示
K+\!.

测

定乙肝病毒标志物的灵敏度较
T/!1.

高尤其是在抗体的测定

上#可检测出低浓度的标志物#对减少
,-Y

感染的漏诊及误

诊有重要意义+

K+\!.

能准确检测各项乙肝病毒标志物的具体浓度#弥

补了
T/!1.

只能定性判断的不足#对乙肝病程,治疗及预后起

到了一个全面动态监测作用#为临床指导用药提供可靠实验依

据+特别是抗
9,-E

浓度的定量监测#有利于对乙肝疫苗免疫

力进行评价)

4

*

#对乙型肝炎预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两对半模

式测定
K+\!.

共测出
$(

种模式#而
T/!1.

共测出
$$

种模

式+两对半模式检测上
K+\!.

明显比
T/!1.

的检出率高+

可能是
,-Y

病毒发生变异后#表达量较低#也可能是处于血

清学转换阶段#常规
T/!1.

测不出低浓度的抗原或抗体+

综上所述#

K+\!.

不仅是目前最具发展前途的超微量分

析技术)

8

*

#而且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乙肝病毒标志物的定量测定

方法+

K+\!.

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示踪物稳定,标准曲

线范围宽,不受样品自然荧光干扰,无放射性污染等优点)

)

*

#与

T/!1.

相比#其操作避免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干扰#结果更加客

观+随着
K+\!.

仪器及试剂国产化,检测费用的降低#

K+9

\!.

将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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