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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报道发病患者数近年出现上升

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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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V*';

&测定血清中

丙型肝炎病毒$

"RS

&抗体以确定其感染'

%$,

(

%化学发光法

$

RV*;

&具有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等特点#已经开始用于

"RS

感染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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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就两种方法对
"RS

的诊断检测

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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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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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抗体#结果判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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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筛查试验假阳性结果的进一步补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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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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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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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测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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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阳性及可疑标本均已复检并结果一致%阳性或可疑结

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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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两种方法测定均为阳性结果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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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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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证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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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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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结果#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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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测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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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敏感性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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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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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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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边缘值较多#判断结果较为困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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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干扰较小*

特异性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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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检测更准确和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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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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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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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或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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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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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检测
"RS

感染的方法主要有血清学方法和

分子生物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方法技术较为复杂且试剂费用

较昂贵%而血清学技术操作简单*费用也较低廉#临床上多采用

血清学技术)初筛试验多用
YV*';

法*金标法和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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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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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血清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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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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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

检测结果影响因素较多#易出现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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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敏感度不

够#可能出现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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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用苯并荧葱为发光底物#

且洗涤液的特殊配方可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能高度敏感

地检测出
"RS

抗体)本试验血清标本无脂血及溶血#且为次

日检测#排除血球沉降不充分干扰#但仍出现
%

例标本
YV*';

法和
RV*;

法检测均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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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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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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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有可能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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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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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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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报告和实验室检测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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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才有可能是真正的
"RS

抗体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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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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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者的假

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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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也有相同的报道'

&,$&1

(

)建议不管
YV*';

法还是
RV*;

法对
'

"

RQ

较低的标本均应慎重#必要时用
(*$

!;

法补充确证#以排除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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