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人工复评便可以发出检测报告)而对于有形成分浓集或

形态异常的标本#以及尿液含有结晶或酵母菌的尿液标本#需

要人工对仪器所拍摄的图像重新进行评估#必要时人工显微镜

检才能发出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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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检测梅毒中的临床对比研究分析

余宝珠

"广东省惠州市皮肤病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WW;

$联合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XR/

$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

采用
/*XR/

&

/W:V](R;

以及
/WW;

联合
/*XR/+

种方法检测
%4%

例临床诊断疑似为梅毒的患者血清'比较
/WW;

联

合
/*XR/

检测法与
/*XR/

&

/W:V](R;

检测效果%结果
"

/W:V](R;

法&

/*XR/

法联合
/WW;

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4+3'1b

与
4'391b

!敏感性分别为
4#3!'b

与
443$"b

!与
/*XR/

阳性预测值与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结论
"

梅毒血清

学检查中
/*XR/

法联合
/WW;

检测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梅毒'

"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实验'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实验

!"#

!

$#3+4!4

"

5

367783$!9+:'$+#31#$13$"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1#$1

$

$":$%%1:#1

""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性交传播

是其主要的传播方式)研究统计发现#本病发病率在中国呈不

断上升的趋势'

$

(

)因此#在临床手术与输血前进行梅毒血清学

检查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检测项目)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检测

手段是梅素抗体检测#其中
/WW;

法被临床检验界广泛的采

纳)本文就
/WW;

联合
/*XR/

法进行对照试验#希望能够为

临床梅毒检测提供有力的检测试验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在本院临

床疑似为梅毒的患者
%4%

例)其经临床确诊为梅毒阳性的患

者有
+1"

例#梅毒阴性患者
!!+

例&梅毒
+1"

例血清阳性患者

中#年龄为
$1

"

%'

岁#平均年龄
'$

岁#男
$1%

例#女
$49

例#两

者的比例
$̀ $3"

)

A3B

"

试剂
"

/W:V](R;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试剂盒由上海科

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

/WW;

试剂盒为日本瑞必欧株式会社产

品#

/*XR/

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酶标

仪和洗板机为雷杜公司的
*/:!###

型和
*/:+###

型)根据试

剂说明书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实际的操作)

A3C

"

仪器
"

酶标仪$奥地利
;8DE=71#$#

型%和洗板机$奥地

利
;8DE=7FIH6&=

型%#梅毒自动旋转仪$姜堰市天力医疗器械

/]1###;

型%)所有仪器参数都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各仪器的

使用操作均按说明书进行)

A3D

"

方法
"

依据试剂操作说明#采用双抗原法进行实际操作)

对梅毒患者进行筛查#所得结果以酶标仪的记录结果为标准#

进行检测记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则将血清进行原倍稀释#稀

释浓度分别为
$̀ 1

*

$̀ '

*

$̀ %

等梯度)通过临床检测进行结

果判定'

1

(

#对出现
/W:V](R;

阳性且
/*XR/

阴性的标本则将

检测的血清进行倍数稀释重新进行检测#以排除由于浓度误差

而造成的假阳性结果)依据操作说明#

/W:V](R;

及
/*XR/

两种方法均设置阴性及阳性对照组)按照卫生部临检中心发

放的质检规则严格操作'

+

(

)

A3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RWRR$+3#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

立
%

1 试验数据分析对照)

B

"

结
""

果

B3A

"

+

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

%4%

例标本中
/W:V](R;

法检

出
1"+

例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1%3$9b

#经证实阳性
1+1

例)通

过检测研究分析显示!

%4%

例患者的血清检测过程中#

/W:

V](R;

*

/*XR/

*

/WW;

联合
/*XR/

分别检测出
11%

例*

1"$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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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7D1#$1

!

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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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例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1"3+4b

*

1934"b

*

193+4b

#其中
/*XR/

假阳性最高#

/W:V]VR;

次之#

/WW;

联合
/*XR/

最好)见表
$

)

B3B

"

+

种检测方法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特异

性
"

通过对
+

种检测方法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特

异性统计分析#

/*XR/

的阳性预测值*敏感性分别为
%#3'%b

与
%"34!b

#明显低于
/W:V]VR;

和
/WW;

联合
/*XR/

检测

法$

B

$

#3#"

%#而
+

组检测方法阴性预测值*特异性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

表
$

""

+

种方法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组别
&

/W:V]VR;

阳性 阴性

/*XR/

阳性 阴性

/WW;

联合
/*XR/

阳性 阴性

梅毒组
1+" 1$+ 11 1#1 ++ 1++ 1

非梅毒组
!!+ $" !'% '4 !$' $+ !"#

合计
%4% 11% !9# 1"$ !'9 1'! !"1

表
1

""

+

种检测方法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特异性'#

b

$

&

(

方法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敏感性 特异性

/W:V]VR; 4+3'1

$

1$+

"

11%

%

4!391

$

!'%

"

!9#

%

4#3!'

$

1$+

"

1+"

%

4939'

$

!'%

"

!!+

%

/*XR/ %#3'%

$

1#1

"

1"$

%

4'34#

$

!$'

"

!'9

%

%"34!

$

1#1

"

1+"

%

413!$

$

!$'

"

!!+

%

/WW;

联合
/*XR/ 4'391

$

1++

"

1'!

%

443!4

$

!"#

"

!"1

%

443$"

$

1++

"

1+"

%

4%3#'

$

!"#

"

!!+

%

""

阳性预测值
a

梅毒组患者阳性例数"阳性总例数&阴性预测值
a

非梅毒组阴性例数"阴性结果总例数&敏感性
a

梅毒组阳性例数"梅毒总例数&

特异性
a

非梅毒组阴性例数"非梅毒组总例数)

C

"

讨
""

论

梅毒血清学检查是国内外目前常用的梅毒确诊的一种方

法#临床检测时由于检测费用相对比较昂贵#在检测时结果不

能很好地进行临床保存分析#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研究

发现#

/*XR/

作为检测梅毒的一种有效地检测手段#在临床

上检测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其检测具有一定的非特

异性)因此#对于梅毒患者的检测诊断相对降低#出项漏诊等

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室内以及人为的因素也成为其检出率

降低的原因之一'

'

(

)因此#在进行临床检测分析师对于人员的

控制与于室内环境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比较认

可的一种方法就是应用梅毒螺旋体致病血细胞来检测梅毒特

异性抗体#

V](R;

在临床应用时检测时间比较长#费用相对较

高#在临床上面检测实用性不强)因此应用选择哪一种方法应

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

(

)

/*XR/

法联合
/WW;

检测分析梅毒非特异性类脂质抗

体过程中一般检出时间
'

周左右)在临床治疗中其抗体都逐

渐下降#治愈后其抗体会逐渐转阴#试验敏感性相对较高#相比

而言其特异性相对较低)据文献报道#临床检测出现假阳性的

患者一般是患有结缔组织病*感染性疾病*上呼吸道感染'

9:%

(

)

当然妇女怀孕妊娠期间其检出率也会有偏差)临床分析可见

此属于生物假阳性'

4:$#

(

)本研究显示!

/W:V](R;

*

/*XR/

*

/WW;

联合
/*XR/+

种检测方法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4+3'1b

*

%#3'%b

*

4'391b

#敏感性分别为
4#3!'b

*

%"34!b

*

443$"b

#

/W:V](R;

与
/WW;

联合
/*XR/

方法基本吻合$

B

$

#3#"

%&

/*XR/

与
/W:V](R;

*

/WW;

联合
/*XR/

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可见#单纯的一种研究分析并不能完全

对其结果提供一个有力的检测分析结果)因此#通过联合监测

分析可以提高临床检测的分析)在临床联合检测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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