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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符合率为
@($"A

$见表
'

&#

b6

为
&$@

#说明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同步检测两

种抗体的检测阳性率达
1$#A

#较
456,7

法单个检测其中一

个抗体阳性率高$见表
%

&*本方法同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D

!

讨
!!

论

456,7

是当前诊断
BV]

抗体的主要检测方法*目前国

内有关
BV]6

;

Z

'

6

;

+

抗体的
456,7

诊断试剂盒很多#但由于

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这两种试剂盒大多存在检测结果符

合率低'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等问题(

1

)

%进口试剂虽然检测效

果好#但价格昂贵#且存在每次所检测的抗体种类有限的缺点#

需对各抗体逐一检测#耗时较长#难以满足临床快速检测的需

要*本实验采用间接法原理同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

以免疫磁性微球作为固相载体#利用
)*9

多色性标记的优势#

以不同发射波长的
)*9

标记羊抗人
6

;

Z

和羊抗人
6

;

+

#可以

达到同时检测抗
BV]6

;

Z

'

6

;

+

两种特异性抗体的目的*

同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可能会存在两种抗体同

时识别同一抗原表位现象#但不同抗原表位同时被
6

;

Z

'

6

;

+

抗体识别程度不同*本实验采用主要被抗
BV]6

;

Z

抗体识别

的
,7Z"

重组抗原#和主要被抗
BV]6

;

+

抗体识别的
,7Z#

重组抗原作为固化抗原(

@!"&

)

*将不同浓度的抗
BV]6

;

Z

'

6

;

+

抗体阳性标本交叉组合后#按同步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观察同

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时有无相互干扰#结果表明抗

BV]6

;

Z

'

6

;

+

抗体阳性标本间的相互干扰较小#没有出现假

阴性检测结果#可以满足同步检测的需要*而当标本中同时存

在较高浓度的
6

;

Z

'

6

;

+

抗体时#前者可能竞争结合固相抗原

而使一部分
6

;

+

抗体不能结合到固相上#会导致
6

;

+

检测结

果的假阴性*本实验采用免疫磁性微球作为固相载体#由于磁

性微球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

)

#可以包被大量的抗原#在均

匀分散到整个反应溶液中后#又可以使抗原抗体间的反应更彻

底#即使在遇到较高抗体浓度的标本时#磁性微球表面的固相

抗原也可以满足
6

;

Z

'

6

;

+

的检测需要#

6

;

Z

'

6

;

+

抗体竞争结

合抗原位点的现象较少#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假阴性检测结果的

出现*

以进口
456,7

试剂盒作为对照#同时检测孕妇血清标本

#1&

例#研究结果表明#抗
BV]6

;

Z

'

6

;

+

抗体的检测符合率分

别为
@D$%A

'

@($"A

#说明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符合程度较

高*同时笔者发现有的血清标本中只能检出一种抗体#而有的

可以同步检测出两种抗体#同时检测两种抗体的可以使检测阳

性率达
1$#A

#较
456,7

法每次检测其中一类抗体的阳性率

高#再一次证明本方法同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具有较

好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抗
BV]6

;

Z

'

6

;

+

抗体同步检测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与
456,7

法相比#本方法不仅操作更简便'检

测更快速#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同时检测两种抗体也

明显提高了
BV]

感染的阳性检测率#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新型

的双抗体同步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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