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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酶联免疫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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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诊断价值$

方法
!

选取该院
!,"(

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
$&

例住院患者作为观察组$另外!选取未患结核病的同期呼吸系统疾病住院患

者
<%

例做为对照组!两组均采用
02,(7U.

法%结核抗体"

.Y!Q

#法及结核分枝杆菌素皮试试验"

.(.

#分别进行检测!比较
-

种方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结果
!

对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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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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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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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为
$+8<_

%

9-8-_

及
9)8%_

$

-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

确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9

#$两两比较!

02,(7U.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均高于
.Y!Q

法及
.(.

法"

!

$

%8%9

#&

.Y!Q

法与
.(.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9

#$结论
!

02,(7U.

对
!,"(

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具有较高的诊

断价值$

关键词"酶联免疫斑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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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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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已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

)

'我国是结

核分枝杆菌感染多发的国家#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

&

)

'随

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4,W

%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

在全球的流行#结核病已是
!,"(

患者最常见的致死病因(

-

)

'

我国作为结核分枝杆菌高感染率和
4,W

感染快速增长的地

区#提高
!,"(

合并结核病的早期诊断水平刻不容缓'酶联免

疫斑点$

02,(7U.

%法通过检测结核特异性抗原刺激后分泌细

胞因子
,

5

干扰素$

,h/5

,

%的细胞数量#评价细胞免疫功能#从

而辅助判断受检者是否曾受结核感染(

$

)

#是诊断结核感染的新

方法'

&%)&

年
)%

月至
&%)$

年
)%

月笔者对
02,(7U.

法用于

!,"(

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诊断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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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感染

科的
$&

例
!,"(

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住院患者作为观察

组#男
)X

例*女
&$

例#年龄
&9

!

+%

岁#平均年龄$

$98+\)X8&

%

岁'纳入条件!$

)

%根据
)1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

,

4,W

"

!,"(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9

)明确诊断为
!,"(

的患

者&$

&

%符合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证据(

<

)

!

1

有持续低热*盗汗*

乏力*咳嗽*咳痰*血痰或咯血*胸闷*气短和胸痛等临床症状&

2

痰涂片或痰培养抗酸杆菌阳性&

3

胸部
d

片有活动性肺结

核征象&

4

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有效'另选取未患结核病的同期

呼吸系统疾病住院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主要包括支气管肺

癌*支气管肺炎*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特发

性肺间质纤维化*细菌性肺脓肿等疾病的患者#均无肺结核或

肺外结核病史#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X

岁#平均$

$)8&

\)+8$

%岁'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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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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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采用英国牛津免疫公司的
02,(7U.

试剂盒$购于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检测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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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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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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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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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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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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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德国
!,"

公司
02,(7U.

分析仪计数着色的斑点'实

验操作和结果判断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判断标准!如果阴

性对照孔斑点数为
%

!

9

#检测孔点数减去阴性对照孔点数不

少于
<

#判断为阳性&如果阴性对照孔点数不少于
<

#任意
)

个

检测孔点数为阴性对照孔
&

倍#判断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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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抗体$

.Y!Q

%法
!

采用胶体金标法测定血浆中

.Y!Q

#结核分枝杆菌免疫胶体金诊断试剂盒购于杭州艾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具体步骤及阳性结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操

作及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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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素皮试试验$

.(.

%

!

于前臂皮内注射标

准结核分枝杆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77"

%

%8)I2

$含
9

个结核分

枝杆菌素单位%#

+&F

后查验反应结果#记录硬结平均直径'

按
77"

皮试结果分级#

77"

$

;

%!硬结小于
9II

&

77"

$

i

%!

硬结
9

!

1II

&

77"

$

ii

%!硬结
)%

!

)1II

&

77"

$

iii

%!

硬结大于或等于
&%II

或出现明显水泡*坏死'

?8@8E

!

对方法的评价
!

分别计算
-

种方法的灵敏度*准确度

及特异度#进行对比分析'

?8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X8%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
B\-

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或
h>?FGJ]?

精确概率检验法进行比较#

!

$

%8%9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8?

!

02,(7U.

*

.Y!Q

及
.(.

法检测的结果分析
!

对于结核

分枝杆菌感染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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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灵敏度为
1&81_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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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异度为
1-8-_

$

9<

"

<%

%#准确度为
1-8)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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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

法的灵敏度为
9$8X_

$

&-

"

$&

%#特异度为
+)8+_

$

$-

"

<%

%#准确

度为
<$8+_

$

<<

"

)%&

%&

.(.

法的灵敏度为
$+8<_

$

&%

"

$&

%#特

异度为
9-8-_

$

-&

"

<%

%#准确度为
9)8%_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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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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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U.

法'

.Y!Q

法及
.(.

法的检查结果#

&

$

组别
&

02,(7U.

法

阳性 阴性

.Y!Q

法

阳性 阴性

.(.

法

阳性 阴性

对照组
<% $ 9< )+ $- &X -&

观察组
$& -1 - &- )1 &% &&

@8@

!

02,(7U.

*

.Y!Q

及
.(.

法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的

比较
!

-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8%9

%'两两比较#

02,(7U.

法的灵敏度*

特异度及准确度均高于
.Y!Q

法及
.(.

法$

!

$

%8%9

%#

.Y!Q

法与
.(.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9

%'见表
&

'

表
&

!!

02,(7U.

法'

.Y!Q

法及
.(.

法灵敏度'特异度

!!!

及准确度的比较%

_

#

&

(

&

$&

检查方法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02,(7U.

法
1&81

$

-1

"

$&

%

"

1-8-

$

9<

"

<%

%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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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Y!Q

法
9$8X

$

&-

"

$&

%

+)8+

$

$-

"

<%

%

<$8+

$

<<

"

)%&

%

.(.

法
$+8<

$

&%

"

$&

%

9-8-

$

-&

"

<%

%

9)8%

$

9&

"

)%&

%

!!

"

!

!

$

%8%9

#与
.Y!Q

法及
.(.

法比较'

A

!

讨
!!

论

目前#临床应用的结核病诊断金标准是在痰液*体液或病

理标本中找到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应用最多的检测方法仍然

是涂片或培养和
.(.

#但其存在灵敏度低*需时较长*卡介苗

接种的交叉反应以及
!,"(

患者的免疫功能缺陷造成假阴性

率高等问题#给临床快速准确诊断
!,"(

合并结核病带来了困

难(

+5X

)

'因此#开发新的非细菌学诊断技术已成为结核病控制

的关键'研究发现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产生一系列体液

免疫和细胞免疫变化#人体初次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使
.

淋

巴细胞致敏#转化为记忆
.

淋巴细胞'当人体再次接触结核

分枝杆菌后#会迅速产生效应
.

淋巴细胞#产生多种细胞因子

发挥免疫学效应(

1

)

'

02,(7U.

法的原理是通过检测结核特异

性抗原刺激后分泌细胞因子的
.

细胞数量#评价细胞免疫功

能#从而辅助判断受检者是否曾受结核感染(

$

)

'在本研究中#

对
$&

例明确诊断的
!,"(

合并结核病患者同时进行了
02,(5

7U.

法*

.Y!Q

法及
.(.

法检测#并对
-

种检测方法用于诊断

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进行了比较'

-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特异度及准确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9

%&

02,(7U.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均高于
.Y!Q

法及

.(.

法$

!

$

%8%9

%&

.Y!Q

法与
.(.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8%9

%'

02,(7U.

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细胞特异性酶联免疫检测方

法在国外已开始用于结核病的检测#该方法以结核分枝杆菌特

有两种蛋白质蛋白抗原刺激
.

细胞#通过检测产生特异性记

忆
.

淋巴细胞来诊断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不会同卡

介苗或其他的环境分枝杆菌发生抗原交叉反应#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

)%

)

#

02,(7U.

检测法有助于
!,"(

患者合并结

核病患者的早期*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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