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玉明，男，检验技师，主要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研究。

·检验技术与方法·

ＤＮＡ与结核抗体联合检测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意义

李玉明，郭明日，张　立

（天津市海河医院检验科，天津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目的　探讨ＤＮＡ和结核抗体（ＴＢＡｂ）联合检测在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诊断意义。方法　分别采用斑点金免疫渗滤

法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对９５例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及４５例非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进行ＴＢＡｂ和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检测，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结核性胸膜炎组结核分枝杆菌 ＤＮＡ检测阳性率为５６．８％，显著高于非结核性胸膜炎组

（４．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核性胸膜炎组ＴＢＡｂ检测阳性率为５８．９％，显著高于非结核性胸膜炎组（６．６％），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两项指标应用结核性胸膜炎组阳性率可提高为７８．９％，显著高于涂片镜检以及结核菌培养单

项检测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犘＜０．０１）。结论　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与ＴＢＡｂ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结核性胸膜炎的阳性

检出率，而且快速、简便、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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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大约３０％的人口感

染结核分枝杆菌，其中约１０％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
［１］，导致结

核性胸膜炎的发病率也呈逐年增高趋势。在我国，因胸腔积液

住院的患者中，结核性胸 腔 积 液 的 比 例 占 到 ４９．５％ ～

５４．５％
［２］。结核性胸膜炎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胸部疾病，其临

床体征及症状缺乏特异性表现，故确诊此疾病的难度较大［３］。

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结核中毒症状、胸部Ｘ线

提示胸腔积液、抗酸染色涂片及结核菌培养。痰涂片抗酸染色

阳性、细菌学培养阳性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但痰涂片抗

酸染色阳性率较低（３３．７％），细菌培养的检出率相对略高，但

也不足５０％（４５．７％），而且需要６～８周才能报告结果，延误

临床治疗，使结核病很难早期确诊。为了加快结核性胸膜炎的

早期诊断和提高诊断率，本文探讨了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与结

核抗体（ＴＢＡｂ）联合检测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意义，将９５

例已确诊的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和４５例非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

胸腔积液标本进行ＴＢＡｂ检测，同时对痰标本进行实时荧光

定量ＰＣＲ检测，将各项结果对比研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结核科住院患者９５例（结核组），年龄２１～８６岁，平均４１岁，

其中男６１例，女３４例，胸腔积液由临床医师按照标准操作规

程留取，置于无菌标本盒中送检。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留取标准

如下［４］：临床表现有结核中毒症状以及胸腔积液体征；影像学

胸部Ｘ线或ＣＴ检查发现胸腔积液，Ｂ超检查提示肺部有液性

暗区；实验室检查为胸腔积液常规提示为细菌性渗出液。同期

选取非结核性胸腔积液组患者共４５例（非结核组），男３０例，

女１５例，年龄２８～８１岁，平均５１岁，其中２９例肺癌患者均经

病理学检查确诊，其他原因１６例（含支气管扩张１１例、不明原

因性肺炎５例），均不存在既往以及现在活动性肺结核体征，影

像学未提示陈旧结核，无免疫增强剂治疗史，无放疗、化疗和手

术病史。

１．２　仪器与试剂　结核抗体（ＴＢＡｂ）试剂盒来自上海奥普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的检测采用 ＡＢＩ

７５００型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试剂盒为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

１．３　方法　ＴＢＡｂ检测采用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ＤＩＧＦＡ），

利用纯化结核分枝杆菌细胞壁３８Ｋｄａ蛋白抗原来检测胸腔积

液中相应的ＩｇＧ抗体。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的检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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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ＡＢＩ７５００型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荧光ＰＣＲ扩增程序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结核分枝杆菌荧光ＰＣＲ检测参数：９３

℃２ｍｉｎ；９３℃４５ｓ，５５℃６０ｓ，１０个循环；９３℃３０ｓ，５５℃

４５ｓ，３０个循环。荧光检测点在５５℃４５ｓ。荧光ＰＣＲ检测结

果判定：若Ｃｔ＝３０，则实验结果为阴性；如果Ｃｔ＜３０，则实验结

果为阳性，具体数值由仪器自带软件计算得出。涂片镜检采用

萋尼氏抗酸染色法，为减少假阴性，所有患者均重复３次留痰

检查。胸腔积液标本取离心后沉渣涂片镜检。结核分枝杆菌

培养是采用快速培养法，在全自动快速结核菌培养系统进行，

培养结果按照《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５］进行判定。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组间差异

比较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痰标本和胸腔积液标本的涂片镜检和细菌培养检测结果

分别见表１～２。ＴＢＡｂ和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检测结果比较，

见表３。相关性分析显示，结核组患者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

ＤＮＡ检 测 阳 性 率 （５６．８％）和 胸 腔 积 液 ＴＢＡｂ 阳 性 率

（５８．９％）与涂片镜检阳性率（３３．７％）、细菌培养检测结果的阳

性率（４５．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ＴＢＡｂ与结

核分枝杆菌ＤＮＡ联合检测的阳性率（７８．９％）显著高于涂片镜

检、细菌培养单项检测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表１　　痰标本涂片镜检和细菌培养检测结果［狀（％）］

组别 狀 涂片阳性 细菌培养阳性

结核组 ９５ ３２（３３．７） ４３（４５．３）

非结核组 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２　　胸腔积液标本涂片镜检和结核菌培养

　　　　　检测结果［狀（％）］

组别 狀 涂片阳性 细菌培养阳性

结核组 ９５ ８（８．４） １８（１８．９）

非结核组 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３　　ＴＢＡｂ和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检测结果比较［狀（％）］

组别 狀 ＴＢＡｂ阳性 ＴＢＤＮＡ阳性 联合检测阳性

结核组 ９５ ５８．９（５６） ５６．８（５４） ７８．９（７５）

非结核组 ４５ ６．６（３） ４．４（２） １１．１（５）

　　：ＴＢＡｂ、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其中１项或２项均阳性即视为联

合检测阳性标本。

３　讨　　论

结核性胸膜炎是临床中结核病的常见症状，在机体抵抗结

核分枝杆菌的过程中，各种免疫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错综

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感染的结局［６］。相关文献报道，体内Ｂ

淋巴细胞产生的ＩｇＧ类抗结核抗体是人体内最主要的特异性

抗体，其特点是浓度较高，体内持续时间较长，作为结核病血清

学诊断首选的测定抗体［７］，对诊断肺结核病尤其是肺外结核例

如骨结核、结核性脑膜炎、淋巴结核等疾病具有重要意义，肺外

结核涂片阳性率低，不易进行细菌培养，所以对于这类结核病，

ＴＢＡｂ检测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本研究中，在诊断

非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患者中出现部分病例（３例）假阳性，考虑

可能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存在交叉抗原的细菌所致。卡介苗预

防接种以及ＰＰＤ试验，均可能诱导机体对结核抗原产生自身

免疫应答而出现ＴＢＡｂ的假阳性情况。同时笔者也注意到，

部分结核性胸膜炎病例初期ＴＢＡｂ检测为假阴性，在诊断性

抗结核治疗大约２周后，随着症状缓解，ＴＢＡｂ出现由阴转阳

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抗结核药物的使用，诱导结核分枝杆

菌菌体破碎，进入淋巴血液循环，强化了对患者免疫系统的刺

激，同时机体免疫机能增强，所以在血清与积液中出现 ＴＢ

Ａｂ
［８９］。本文中结核组 ＴＢＡｂ的阳性率仅为５８．９％，虽然

ＴＢＡｂ的阳性率较低，但显著高于传统方法痰涂片镜检

（３３．７％）与细菌培养（４５．３％）的阳性率，血清ＴＢＡｂ阳性对

防止涂阴肺结核和肺外结核的漏诊还是很有意义的。２００６年

卫生部制定的《初治涂阴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免费治疗管理指南

（试行）》也明确将血清ＴＢＡｂ阳性作为涂阴活动性肺结核病

以及肺外结核的主要辅助诊断指标之一［９］。

如今，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已实现了对结核分枝杆菌

ＤＮＡ的自动化检测，该技术已经很完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对排菌量少的结核病例的早期诊断及减少漏诊两方面有不可

逾越的优越性，郭明日等［１０］报道了对于不同类型结核病抗酸

染色阳性率为３２．６％，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的阳性率为

４６．５％。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在常规ＰＣＲ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首先使模板ＤＮＡ变性，然后寡核苷酸引物退火到模板单链

ＤＮＡ的相应互补序列上，延伸采用ＤＮＡ聚合酶介导的引物，

可以使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片段在很短时间内扩增到指数级，

因此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的灵敏度很高。该技术属于分子和基

因水平上的一种诊断结核分枝杆菌的方法，具有特异、灵敏、不

需长时间培养等优势，已经在临床得到大范围使用，是目前结

核病诊断的重要辅助检验方法。本文表３结果显示，结核组患

者中，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的阳

性率达５６．８％，而在非结核组的阳性率为４．４％。非结核组患

者出现２例假阳性，可能与结核杆菌ＤＮＡ提取纯化方法复杂

而影响其敏感性有关，也可能与实验室污染有关。痰标本结核

分枝杆菌ＤＮＡ检测在活动性肺结核中的敏感性略低于ＴＢ

Ａｂ，但仍有一部分菌阴肺结核患者通过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获

得可能的阳性率诊断，可能原因如下：（１）患者排菌量低、间断

排菌、患者属于非开放性结核；（２）反应体系的原因，模板ＤＮＡ

裂解不彻底导致ＤＮＡ模板不足、结核分枝杆菌碎片抑制ＰＣＲ

反应体系；（３）患者感染的可能不是结核分枝杆菌
［１１］。由表

１～３中的数据可见，结核组患者与非结核组患者相比，痰标本

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涂片法（３３．７％）和

细菌培养法（４５．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

对于结核的诊断，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阳性率虽然不高（仅

５６．８％），但与传统方法涂片以及细菌培养相比，阳性检出率还

是有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目前主要是基于胸膜组织

学检查或胸腔积液抗酸染色涂片及细菌培养阳性，而这些检查

的灵敏度都有限，从而为诊断带来了困难［１２］。本研究发现，

ＴＢＡｂ和结核分枝杆菌ＤＮＡ检测对结核病均具有一定的辅

助诊断价值，但其单项检测阳性率偏低，不能作为独立的诊断

标准，二者联合检测能明显提高结核性胸膜炎的阳性检出率，

对于提高结核病的早期诊断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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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在所检标本中，有１例标本采用金标法检测为强阳性，

ＬｉＣＡ法检测为阳性，但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为阴性，用乙肝五项胶

体金快速检测板复查显示 ＨＢｓＡｇ强阳性、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

ｃＡｂ阳性，为传染性强的大三阳标本，后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双孔复

检，经１０倍稀释血清的吸光度（Ａ）值均超过１．０００，分析导致

ＥＬＩＳＡ法初检假阴性的可能是因为标本血清中抗原量较大，

远远超过抗原抗体反应的最适浓度范围，考虑为钩状（ＨＯＯＫ）

效应所致。

２．３　有１例标本，经金标法、ＬｉＣＡ 法检测均为阴性，但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为弱阳性（Ａ值为０．１～０．４），后经ＥＬＩＳＡ法双

孔复检为阴性。分析导致ＥＬＩＳＡ法初检阳性的原因可能是操

作过程中：（１）加样污染，将阳性标本溅到其周围微孔中造成假

阳性；（２）加酶污染，将酶滴到微孔之间的板架上，洗板、扣板时

未能完全去除，加显色剂时再将其带入微孔中形成阳性反应；

（３）微孔中存在纤维蛋白块可能使洗板机吸针孔堵塞，致使无

法将酶洗净，严重时污染周围微孔［５］。

２．４　有２例标本经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为弱阳性（Ａ值为０．１～

０．４）、ＬｉＣＡ法检测为弱阳性（检测值介于０．５～１ｎｇ／ｍＬ之

间），而金标法检测为阴性。分析导致金标法阴性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金标法灵敏度低，当 ＨＢｓＡｇ≥１ｎｇ／ｍＬ时才可检出，而

ＥＬＩＳＡ试剂对于 ＨＢｓＡｇ≤１ｎｇ／ｍＬ的部分样本也可以检

出［６］，博阳试剂商提供的ＨＢｓＡｇ的检测下限为０．２ｎｇ／ｍＬ，两

者的灵敏度都比金标法要高。

２．５　有２例标本经金标法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均为阴性，而Ｌｉ

ＣＡ法检测为弱阳性，后经ＬｉＣＡ法双孔复检仍显示弱阳性，检

出值均介于０．２～０．５ｎｇ／ｍＬ之间。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Ｌｉ

ＣＡ法的灵敏度要比金标法、ＥＬＩＳＡ法高。

３　讨　　论

　　金标法具有简便、快速、特异性高、试剂稳定，无需检测仪

器的特点，对抗原量过大的标本未出现“钩状效应”现象等优

点，为了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减少术中交叉感染的概率，满足

急诊、内窥镜检查、术前患者 ＨＢｓＡｇ的初步筛查，金标法快速

筛查无疑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但其灵敏度低于ＥＬＩＳＡ法和Ｌｉ

ＣＡ法，易造成低浓度 ＨＢｓＡｇ标本的漏检，不适合大批量标本

的检测［７］。

　　ＥＬＩＳＡ法是临床上传统的 ＨＢＶ感染诊断方法，由于其操

作步骤多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常有假阳性、假阴性出现，酶标仪

检测的数值也不能客观反映 ＨＢｓＡｇ的真实浓度，不适合 ＨＢ

ｓＡｇ的定量检测
［８］，但该方法操作简单、灵敏度高且成本低廉，

只要严格把控操作的每一个环节，还是非常适合大批量样本的

检测的［９］。

　　ＬｉＣＡ法为全自动系统，由于使用了全自动仪器及配套试

剂，使人为影响因素减至最低，提高了方法的稳定性和结果的

可重复性，使批内差异与批间差异都较小。ＬｉＣＡ技术采用了

纳米级颗粒，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生物分子的包被面积，同时借

助于链霉亲和素生物素分子连接放大系统，使单位体积反应

体系中含有更高浓度的生物分子，为实现超高灵敏度、减少样

本和试剂用量奠定了基础［１０］，并且这种纳米颗粒在液相中保

持稳定的悬浮状态，实现了均相、免清洗检测［１１］。ＬｉＣＡ法具

有高灵敏度、高通量、高稳定性等特点，重复性好、结果可靠，适

合 ＨＢｓＡｇ的定量检测，能够较好地满足临床需求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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