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脑代

谢障碍是主要因素!脑血流量减少!血管阻力增大!因而氧耗量

和葡萄糖耗量都减少!引起脑缺氧和糖代谢障碍!在甲状腺机

能恢复的同时脑循环也恢复正常'

!

(

#蒋彩霞和唐英'

)

(认为抗

精神药物治疗后!患者血清中
K%

"

K$

升高!因此!

K%

"

K$

可能

与精神分裂病的发病及治疗有重要关系#

本实验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水平低表达!且其表达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提示
K%

"

K$

和
K?B

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及发展#而实验结

果显
K%

"

K$

和
K?B

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提示
K%

"

K$

和
K?B

在疾病发生"发展中可能具有协同性的正向作用!但是其形成

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甲状腺激素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可加

速多种神经递质的合成及代谢速度!在生理情况下甲状腺激素

能促进
JF1

的转录及蛋白质翻译!影响基因表达及调节代

谢!进而对情感有重要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

下降是由于脑内多巴胺和
!/BK

"

FM

等神经递质的异常!致使

这些异常的递质水平对
K?B

激素的调节和控制异常!引起中

枢神经递质代谢紊乱'

.

(

#因此!应用合理药物治疗过程中!及

时准确地监测血清中
K%

"

K$

和
K?B

的表达!可能对判断疗效

及预测治疗进展有重要意义'

&/(

(

#

总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K%

"

K$

和
K?B

表达明显降

低!三者具有协同正向作用!早期联合检测
K%

"

K$

和
K?B

可

能对发病初期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监测患

者的治疗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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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

O

E

检测在新生儿梅毒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何艳嫦"凌步致"姚镇华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的检测在新生儿梅毒的早期诊断及治疗中的意义'方法
!

以
.#

例产前

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妇所产新生儿的脐血!

ZI=

#或外周血!

X=

#作为标本来源"联合使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KJZ?K

#$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KXX1

#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MD>?1

#

%

种方法检测
KX/>

O

E

'结果
!

通过血清学检查"

KJZ?K

阳性

0)

例"

KXX1

结果
.#

例全部阳性"

MD>?1

阳性
"&

例'结论
!

检测
KX/>

O

E

抗体是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及疗效判断的可靠方法'

关键词!婴儿"新生(

!

先天梅毒(

!

梅毒
/>

O

E

!"#

$

"#'%()(

%

*

'+,,-'").%/$"%#'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0#""

#

"(/00.$/#0

!!

近年来!梅毒在我国重新流行!威胁着部分人群的健康#

随着性传播疾病的蔓延!梅毒发病率不断增加!新生儿先天梅

毒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

"

(

#孕龄期女性是梅毒的高发人群!梅

毒螺旋体易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导致先天性梅毒!对胎儿及新

生儿造成不良影响'

0

(

#现对
.#

例产前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

妇所生的新生儿的脐血或其血液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

验)

KJZ?K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

KXX1

*

%

种方法检测#检测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

目的为降低先天梅毒的发生!早期诊断及治疗先天梅毒的患

儿!降低其对新生儿的危害#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期间
.#

例在该

院产前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孕妇所生产的新生儿!其中男
%0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芬兰
ET/%

酶标仪及
ET/$

洗板机#

KJZ?K

试剂购自上海科华生物有限公司!

KXX1

试剂为日本

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提供!梅毒螺旋体
>

O

E

抗体)

KX/>

O

E

*为

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

!

方法
!

所有患者标本!应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KJZ?K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检

测
KX/>

O

E

#严格按照各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且有质控品

同时进行试验#

%

!

结
!!

果

本组
.#

例母亲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新生儿中!

.#

例
KX/

X1

全部阳性!其中
0)

例
KJZ?K

阳性!

KX/>

O

E

有
"&

例阳性!

及有
.

例新生儿有早期先天梅毒的临床特征及表现#

&

!

讨
!!

论

新生儿先天梅毒!即胎传梅毒!妊娠
$

个月梅毒螺旋体经

过胎盘传递给胎儿所致#先天性梅毒根据其临床症状出现时

间的早晚可分为早期先天性梅毒和晚期先天性梅毒!出生后两

年内出现临床症状的称为早期先天性梅毒!两年后出现临床症

状的称为晚期先天性梅毒#特点是不发生硬下疳!早期病变较

后天梅毒重!比晚期较轻!心血管受累少!骨骼感官系统)如眼"

耳"鼻*受累多见#先天性梅毒在胎儿期可表现为肝脏肿大"胎

盘增厚"胎儿水肿"宫内生长迟缓"非免疫性溶血"早产"死胎

等!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时
))c

无临床症状!多在出生后
$

"

&

&

$.0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CD92E<5

!

F4G<82<70#""

!

H43'%0

!

F4'"(



周出现症状'

%

(

#早期先天性梅毒表现为肝脾肿大"皮疹)脓疱

疹"脱皮"斑丘疹*"黄疸"慢性鼻炎"贫血"脑膜炎"肠梗阻或出

血"间质性肺炎"肺脓肿"骨骼损害等'

$/!

(

#

本组
.#

例母亲临床确诊梅毒阳性的新生儿中!

.#

例
KX/

X1

全部阳性!其中
0)

例
KJZ?K

阳性!

KX/>

O

E

阳性有
"&

例#

KXX1

检测的是梅毒
>

O

E

和
>

O

[

的混合抗体!而血清中
KX

的

>

O

[

抗体!由于
>

O

[

相对分子质量较小!可以通过胎盘!不能判

断患儿体内的
KX/>

O

[

究竟是来源于母体还是自身所产生#

因此!

KXX1

阳性的新生儿尚不能确诊感染梅毒#而
KJZ?K

是检测梅毒的抗类脂抗原的抗体)反应素*!主要是
>

O

[

和
>

O

E

型混合抗体!反应素亦可通过胎盘到胎儿血中!如胎儿末感染!

出生
%

"

$

个月后可自动转阴!如果滴度不减或反而上升!或高

于母体的
$

倍以上!即可诊断为先天性梅毒!所以
KJZ?K

有

助于鉴别先天性梅毒#

>

O

E

抗体是梅毒感染最早期产生的抗

体!由于
>

O

E

相对分子质量大!母体产生的
>

O

E

不能通过胎

盘!故如新生儿体内检测到
KX/>

O

E

抗体!则可诊断其为先天

性梅毒!所以
KX/>

O

E

抗体成为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诊断和判

断疗效的可靠方法#

先天性梅毒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积极的产前检查及孕期

梅毒治疗是预防先天性梅毒的重要措施#大约
$#c

未经治疗

的初期或
0

期梅毒孕妇流产或婴儿在围生期死亡'

)

(

#先天性

梅毒诊断依据$)

"

*家族史及其母体患梅毒.)

0

*典型损害和体

征.)

%

*从损害"鼻分泌物或胎盘脐带上取材查到梅毒螺旋体.

)

$

*梅毒血清试验阳性#而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时
))c

无临

床症状!取材查到梅毒螺旋体的阳性率也不高!所以梅毒血清

试验是先天性梅毒诊断的重要依据!而
KX/>

O

E

抗体更是可靠

的检验指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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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X1

#

KX/MD>?1

#

KJZ?K

试验在梅毒诊治中的联合应用

周先军

!四川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成都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KXX1

#$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KX/MD>?1

#$梅毒甲苯

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KJZ?K

#在梅毒检测诊断中的联合应用及在疗效观察中的作用'方法
!

采用
KXX1

$

KX/MD>?1

$

KJZ?K

检测
)!#

例患者血清"其中术前检查患者血清
"(&

例"临床确诊梅毒患者
$!0

例'另对其中
0(

例梅毒患者进行治疗前后试验检

测跟踪"并对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结果
!

在
$!0

例临床诊断为梅毒的患者中"

KXX1

试验全部阳性(

KX/MD>?1

试验阳性

$!#

例"假阴性
0

例(

KJZ?K

试验阳性
0#&

例'在术前检查患者中
KXX1

假阳性
"

例"

KX/MD>?1

试验假阳性
"

例"

KJZ?K

试验

存在部分假阳性结果'

0(

例梅毒患者治疗后"

KJZ?K

滴度下降或转阴者
0%

例"上升
%

例"无变化者
%

例"而
KXX1

$

KX/MD>?1

治疗前后均为阳性'结论
!

KXX1

$

KX/MD>?1

对疑为梅毒患者有确证作用"但不能单独作为诊断标准"而应结合临床综合判断"

对于梅毒高度怀疑患者"而
KX/MD>?1

试验阴性者应用
KXX1

复查'

KJZ?K

试验则可作为梅毒患者疗效观察及复发监测的一

项指标'

关键词!梅毒(

!

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梅毒血清学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

血清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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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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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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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梅毒的发病形势严峻!呈上升趋势#据报道

0##(

年!梅毒报告病例数在我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中居第
%

位'

"

(

#目前大多数医院检测梅毒常用的方法为梅毒甲苯胺红

不加热血清试验)

KJZ?K

*"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KX/MD>?1

*"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KXX1

*#

为更好"更快"更准确协助临床诊断"治疗梅毒!现将这
%

种方

法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检验中心

进行梅毒检查的
$!0

例临床梅毒患者和
"(&

例术前检查患者

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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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上海热电
ET%

型酶标仪!

KXX1

试剂为日

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生产!

KX/MD>?1

试剂为上海科华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KJZ?K

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

!

方法
!

所有试验均严格按照厂商说明书进行操作!每次

试验均设阴阳质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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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X1

试验
!

室温条件下!在
Z

形板上用稀释液将每

份血清样本稀释!加入致敏粒子或未致敏粒子!静置
0@

后观

察结果!加致敏粒子孔大于或等于
"_&#

为阳性#

$'&'%

!

KX/MD>?1

试验
!

在每孔加入待检样本"酶标试剂各

!#

&

D

!轻轻振荡混匀"封板!

%. g

水浴
%#8+-

!洗板
!

遍!扣

干#每孔加入显色剂
1

"

=

液各
!#

&

D

!混匀"封板
%. g

!

"!

8+-

再加
!#

&

D

终止液混匀比色!酶标仪波长
$!#-8

!空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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