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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法检测
-0=7

;

结果以配对计数卡方

检验#

$

#

c"$''

#

%

c"

#

+

%

&$&>

#两种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种方法符合率为
@1$%A

*

C$E$D

!

混合标准品阳性对照
>

份及临床标本中以
203

确认

混合感染
-./

及
-0/

者两例#

456,7

分别检测与
)*!++,

法同步检测体系均成功检出*

C$F

!

同步检测的批内重复性实验#平均
5?

值为
"&$&A

'

"&$"A

*同步检测天间重复性实验#平均
5?

值为
"&$(A

'

"&$DA

*干扰实验中#

)*!++,

体系检测溶血'脂血'黄疸及

正常外观标本共
%>

例#未观察到明显影响#无假阳性及假阴

性*同步检测的特异性实验中#两项目均有较好特异性#与

-7/

'

B2

阳性标本未发生交叉反应*

C$G

!

将同一批制备的
3"

'

3#

试剂避光冷藏后配套使用#

%

周

内效果较稳定%反应后标本复合物避光冷藏
%

周后荧光强度无

明显下降#

1

周内仍可测得较明显荧光*

D

!

讨
!!

论

本研究采用针对
-.97

;

与
-0=7

;

两种抗原的异源抗体

分别连接
)*!++,

#以夹心法结合待测标本中的抗原*以

++,

富集以提高灵敏度#利用不同
)*9

在相同波长激发光下

发射不同荧光的特性达到同步检测的目的(

(!"&

)

*预先完成用

抗体对
)*!++,

的标记后#检测标本中目标抗原所需时间仅

%&<?:

左右#解决了实际工作中采用
456,7

方法检测两种抗

原时检测时间差异较大#较快检出者必须等待全部结果得出后

方可发出报告的问题#将全部操作所需时间缩短到了
"K

以

内#方便了两项检测的结果同步报告#提高了速度和效率*

对临床标本的检测结果#本体系与
203

法检测
-./

*Y7

及
-0/3Y7

相比较#检测
-./

特异度为
@1$1A

#灵敏

度为
@"$(A

%检测
-0/

特异度为
@1$'A

#灵敏度为
1"$1A

*

-0=7

;

检测体系与
203

检测结果对比灵敏度较低#但效果与

456,7

试剂盒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可能与阳性标本数量较少

有关#有待加大阳性标本量进行论证*

就本体系检测
-.97

;

'

-0=7

;

而言#两者相互之间以及

与
-7/

抗体'

B2

抗体阳性标本之间无交叉反应#证明以本体

系检测目标抗原是可行的*

456,7

方法因为需要读取吸光

度#易受溶血'黄疸'脂血等因素干扰#而本体系直接检测荧光

复合物的荧光强度#不受其影响*

此外#对
-.97

;

的检测灵敏度为
#:

;

"

<5

#对
-0=7

;

检

测灵敏度为
>:

;

"

<5

#低于
456,7

标称的灵敏度#而实际对临

床标本的检测与
456,7

检测结果无显著差异#需增加标本检

测量以确定低浓度标本的判断灰区*提高检测系统对光信号

的敏感度后还有望进一步提高本方法的检测灵敏度*同步检

测体系检测的结果与
456,7

方法比较有假阳性出现#说明同

步检测时需进一步消除背景干扰信号*避光冷藏原始试剂
%

周#检测效果无明显下降#使该检测体系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反应后的复合物避光冷藏
%

周后荧光强度无明显下降#

1

周后

仍可测得较明显荧光#适合保存'复查及长期动态监测*试剂

保存期间#

)*9!

抗体保存效果较好#

++,!

抗体保存效果相对

稍差#可能由保存环境的
P

-

值非中性造成*

以本体系对
-.97

;

与
-0=7

;

两种抗原进行同步检测#

可同步报告结果#所需设备简单#缩短了从感染到检出的时间#

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较
203

方法简单'廉价#较
456,7

方法

$主要指
-0/

检测&提高了检测速度#适用于大批量门诊及体

检标本检测*由于采用了
)*9

作为荧光标记#可利用其材质

和粒径不同时发射波长亦不同的特性#为多种抗原的同步检测

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方法#也为建立针对输血性传染病病原体

的多抗原液相检测芯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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