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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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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抗体检测与核酸检测资料!并分别比较两种方法在早期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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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中晚期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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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

检出阳性率$结果
!

早期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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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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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感染者抗体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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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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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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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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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早期准确性高于抗体检测!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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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中晚期!抗体检测准确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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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XR

%的简称#是一种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疾病)

+)XR

的病原体为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

,)Y

%#

,)Y

感染在全球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

"

(

)据统计#截至
!%"9

年底#报告存活的

,)Y

感染者和
+)XR

患者为
#%0"

万例#形势十分严峻)早发

现+早诊断对于
,)Y

感染的后期治疗尤为重要)常用的
,)Y

检测方法为抗体检测与核酸检测#其中抗体检测包括
,)Y

抗

体筛查$包括初筛和复筛%和
,)Y

抗体确证试验两部分#按照

,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

!%%.

年修订版%的要求#所有筛

查试验呈阳性反应的标本不能直接出阳性报告'

!

(

#需经
+)XR

确证实验室确证阳性后#才可出具
,)Y

抗体
8"

型$

,)Y

抗体
8!

型%阳性确证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做好咨询+保密工作'

$

(

)而在

,)Y

感染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病毒
(Z+

#这时可以用核酸

检测的方法)本研究旨在比较在
,)Y

感染的不同阶段#两种

检测方法的准确性)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9

年
"!

月
+)XR

确证中心

实验室检出的
/9

例初次抗体确诊不确定#二次随访及通过

+)XR

生物样本库查询确诊为阳性的患者的首次血样#另外
9%

份血样来自
+)XR

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查询确诊阳性且通过淋

巴细胞亚群分析
'X9

g淋巴细胞明显降低#具有艾滋病晚期临

床症状 的 生 物 样 本 库 样 品)

"!9

例 感 染 者 中#男
/"

例

$

1#0$!2

%#女
9$

例$

$901/2

%&年龄
"7

#

1/

岁#平均$

$/0!9e

"!019

%岁&主要为小学及以下文化者&其中早期感染者
71

例

$

1"0!.2

%#中晚期感染者
9/

例$

$/07"2

%)

@0A

!

仪器与试剂
!

:

淋巴细胞亚群采用美国
PX

公司流式细

胞仪及三色荧光的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分析检测&抗体采用
PX

公司配套抗体&核酸检测采用美国罗氏
:@

_

S@6

全自动病毒载

量仪)

@0B

!

方法

@0B0@

!

抗体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具体包括!包

被蛋白+蛋白质聚合反应+一抗抗体孵育+含有吐温
!%

的
:B45

缓冲盐水$

:PR:

%洗涤+加入酶标二抗+加底物液显色#最后置

酶标检测仪上#于
9#%6F

处#在空白对照孔调零后检测各孔吸

光度$

+

%值)

@0B0A

!

核酸检测
!

$

"

%核酸提取!采用硅胶柱离心+磁性硅胶

颗粒分离方法及自动化仪器等商品化试剂或设备#并按说明书

进行操作#提取
(Z+

#置于
f!%b

保存)$

!

%逆转录合成互补

XZ+

$

EXZ+

%!逆转录
EXZ+

合成反应体系包括逆转录引物+

脱氧核糖核苷酸三磷酸$

JZ:&5

%+逆转录酶+

(Z+

酶抑制剂+

二硫苏糖醇$

X::

%+缓冲液和适量无
(Z+

酶的超纯水及

(Z+

模板)在扩增仪或水浴箱中#按规定的温度和时间进行

逆转录反应#使用商品化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

&'(

%一步

法试剂进行第一轮扩增反应)$

$

%

&'(

扩增反应!

&'(

反应体

系含引物+

JZ:&5

+

XZ+

聚合酶$如
:@

_

酶等%+缓冲液+适量无

(Z+

"

XZ+

酶超纯水及模板$

EXZ+

%)在扩增仪中#按照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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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进行扩增)$

9

%扩增产物定性分析!使用琼脂糖凝胶电

泳法分析扩增产物#与相对分子质量标准比较#判断扩增片段

是否在预期的相对分子质量范围内)

@0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7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比较#

M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0@

!

早期感染者与中晚期感染者基本资料比较
!

早期感染者

与中晚期感染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职业等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0%#

%)见表
"

)

表
"

!!

"!9

例感染者的人口学基本特征比较#

)

$

项目
早期感染者

$

)V71

%

中晚期感染者

$

)V9/

%

)

!

M

性别

!

男
9. $! %0%1

&

%0%#

!

女
!7 "1

年龄$岁%

!'

!% 1 1 %01#

&

%0%#

!

!%

#

#% 1% $7

!&

#% "% 7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9/ $" %0".

&

%0%#

!

初中
"% 1

!

高中
. 7

!

大学及以上
7 9

婚姻状况

!

未婚
"/ "9 %0$/

&

%0%#

!

已婚
"9 /

!

离异
!1 "1

!

其他
"1 "%

职业

!

农民
!! "$ #0!7

&

%0%#

!

无业
!9 "%

!

个体
"% 1

!

工人
/ #

!

干部
! !

!

其他
/ "!

A0A

!

抗体检测与核酸检测在
,)Y

感染早期的准确性
!

71

份

早期感染者标本同时进行了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其中抗体检

测阳性
19

份#阳性率为
/90!"2

$

19

"

71

%&核酸检测阳性
7!

份#阳性率为
.90792

$

7!

"

71

%)在早期
,)Y

感染者中#核酸

检测阳性率高于抗体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V90%/

#

M

'

%0%#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早期
,)Y

阳性者的诊断情况#

)

$

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

g f

合计

g 1! ! 19

f "% ! "!

合计
7! 9 71

A0B

!

抗体检测与核酸检测在
,)Y

感染中晚期的准确性
!

9/

份中晚期感染者标本同时进行了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其中抗

体检测阳性
97

份#阳性率为
.70.!2

$

97

"

9/

%&核酸检测阳性

$.

份#阳性率为
/"0!#2

$

$.

"

9/

%)在中晚期
,)Y

感染者中#

抗体检测阳性率高于核酸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V90.%

#

M

'

%0%#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中晚期
,)Y

阳性者的诊断情况#

)

$

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

g f

合计

g $/ . 97

f " % "

合计
$. . 9/

B

!

讨
!!

论

抗体检测与核酸检测是诊断
,)Y

感染的最常用方法#在

,)Y

感染过程中#病毒
(Z+

较抗体早出现约
"

#

!

周#通过检

测可确定是否有早期感染'

9

(

)急性感染
,)Y

指的是初期的+

快速广泛的免疫细胞破坏及
,)Y

感染后#出现不受控制的病

毒血症#这段时间通常持续约
9

周#在此期间
,)Y

传染性最

高'

#81

(

#感染者体内呈现一过性的高病毒血症状态#常无特异的

临床表现#常规的抗体检测方法无法检出#容易被忽视而造成

病毒的进一步播散)因此#在高危人群中采取有效的方法筛查

,)Y

感染者#并给予早期干预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和公共

卫生学意义)近年来#在传统抗体检测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

用于
,)Y

检测的核酸检测方法#并且已经被多种研究证实具

有早期监测意义)

本研究在
,)Y

早期感染者与中晚期感染者中#分别比较

了核酸检测与抗体检测
,)Y

的诊断准确性#结果显示!在

,)Y

感染早期#核酸检测准确性高于抗体检测#而在
,)Y

感

染中晚期#抗体检测诊断准确性较高)既往研究表明#在高危

人群中#核酸检测具有长远利益#但可能引起筛查成本增加'

7

(

)

而实际工作中需要结合患者的疾病分期及经济基础选择准确

性较高的检测手段#必要时需要二者同时进行)

综上所述#核酸检测在
,)Y

感染早期准确性高于抗体检

测#而在
,)Y

感染中晚期#抗体检测准确性较高#临床工作中

可根据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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