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

E

*8#=

E

.*#>@@LG&

?

&JM#>

?

c#]F

$

6IF0̀

法用于急性日本

血吸虫病患者的诊断价值"

王
!

敏!李文桂!蔡世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寄生虫病研究所
!

,---9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E

*8#=

E

.*#>@@LG&

?

&JM#>

?

c#]F

$

6IF0̀

法用于急性日本血吸虫病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

利用纯化的

%=

E

*8#=

E

.*

融合蛋白和日本血吸虫成虫抗原"

=

E

:_:

#建立
>@@LG&

?

&JM#>

?

c#]F

$

6IF0̀

法!检测急性日本血吸虫病患者血清!并以

华支睾吸虫病(卫氏并殖吸虫病(棘球蚴病(乙型肝炎(肺结核患者和健康人血清作对照$结果
!

%=

E

*8#=

E

.*

检测急性日本血吸虫

病患者血清的敏感性为
D8B--Z

!特异性为
DCB8CZ

%

=

E

:_:

与华支睾吸虫病(卫氏并殖吸虫病和泡型棘球蚴病患者血清存在不

同程度的交叉反应!而
%=

E

*8#=

E

.*

则未见交叉反应$结论
!

纯化的
%=

E

*8#=

E

.*

融合蛋白是
9

种较好的免疫诊断抗原$

关键词"血吸虫病!日本%

!

病毒融蛋白质类%

!

免疫学试验%

!

]F

$

6IF0̀

法

!"#

!

9-B.D8D

"

E

BF66GB98C.#,9.-B*-99B9-B--)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8C.#,9.-

"

*-99

#

9-#9-.-#-.

9.&5)+

*

$,'()1%+/3&,-4O

>

*8:O

>

.*:#223$,

*

,/5:#

*

J:!)

6

'()1Q+''+

0

-,4(.&

6

+()&$('C)(.

+13(&'1.)'(,',2)+')'

>

+

6

,$)132

"

-"#

*

6%#

#

$%-.#

*

'%

#

;"%5)%

>

.%

$

R#B<%<'<.0

>

R#

>

.A<%0'B"#@I"="B%<%A/%B."B.B

#

O).1%=B<Q

>>

%:%"<.@30B

C

%<":0

>

;)0#

*U

%#

*

6.@%A":E#%F.=B%<

8

#

;)0#

*U

%#

*

,---98

#

;)%#"

%

=7'(4+1(

!

"7

>

&1()%&

!

"&6ILM

K

I12MF5

?

G&6IF0H5JL2&N%=

E

*8#=

E

.*#>@@LG&

?

&JM#>

?

c#]F

$

6IF0̀ 5665

K

N&%I12

$

5IF2GI6OFI150LI2

601F6I&6&@F56F6

E

5

$

&GF0L@B?&(.,5'

!

=2%L@6N%&@

$

5IF2GI6OFI150LI2601F6I&6&@F56F6

E

5

$

&GF0L@O2%2M2I20I2M4

K

%=

E

*8#=

E

.*#>@#

@LG&

?

&JM#>

?

c#]F

$

6IF0̀ 5GM601F6I&6&@5

E

5

$

&GF0L@5MLJIO&%@5GIF

?

2G

$

=

E

:_:

%

#>@@LG&

?

&JM#>

?

c#]F

$

6IF0̀

#

5GM62%L@6N%&@

$

5#

IF2GI6OFI10J&G&%01F56F66FG2G6F6

#

$

5%5

?

&GF@F56F6O26I2%@5GF

#

201FG&0&00F56F6

#

12

$

5IFIF6'

#

JLG

?

IL42%0LJ&6F65GMN%&@125JI1M&G&%6

O2%25J6&M2I20I2M560&GI%&J

?

%&L

$

6B@&'3/('

!

"1262G6FIFHFI

K

5GM6

$

20FNF0FI

K

&N%=

E

*8#=

E

.*#>@@LG&

?

&JM#>

?

c#]F

$

6IF0̀ 5665

K

FGI12

M2I20IF&G&N50LI2601F6I&6&@F56F6

E

5

$

&GF0L@ O2%2D8B--Z 5GMDCB8CZB"12%22QF6I02%I5FG0%&66%250IF&G42IO22G=

E

:_:5GM

$

5%5

?

&GF@F56F66FG2G6F6

#

0J&G&%01F56F6O26I2%@5GF5GM5JH2&J5%201FG&0&00&6F64LIG&I42IO22G%=

E

*8#=

E

.*5GMI12&I12%MF625626B

A,$1/3'),$

!

(L%FNF2M%=

E

*8#=

E

.*F6&G2FM25JI

K$

2&NF@@LG&MF5

?

G&6IF05GIF

?

2GB

B&

0

C,45'

!

601F6I&6&@F56F6

E

5

$

&GF05

&

!

HF%5JNL6F&G

$

%&I2FG6

&

!

F@@LG&J&

?

F0I26I6

&

!

]F

$

6IF0̀ 5665

K

!!

日本血吸虫病是由日本血吸虫$

=

E

%引起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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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慢性血吸虫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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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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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价值的诊断抗

原'今后需扩大样本量进行检测#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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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在急性日本血吸虫病免疫诊断中的使用价值#为其现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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