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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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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减少不必要

输血'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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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梅毒螺旋体
Y%Y

试验前带现象检测分析

魏虹娟!唐冬松!李
!

宇!孙丽梅!刘
!

意!冯
!

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北京
E$$$#I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探讨梅素螺旋体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Y%Y

#前带现象发生的规律!为减少假阴性提供实验室依

据$方法
!

"$E!

年
;

月
E

日至
E"

月
;E

日收集性病实验室检出
Y%Y

前带现象的血清标本
D<

例!进行
Y%Y

'不同批次试剂
Y%Y

'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6%%7

#及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附试验"

)67.7&B

#!分析各实验间相关性及
Y%Y

前带现象凝集反应

规律$结果
!

D<

例前带现象标本
6%%7

及
)67.7&BA

L

Z

抗体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Y%Y

试验原倍稀释时无颗粒凝集或凝集颗粒

较小!且稀释反应前
;

!

D

孔"

Ê <

!

Ê E#

#反应弱!凝集颗粒大小几乎无变化!从第
D

!

!

孔"

E^E#

!

E^;"

#起凝集反应不断增

强!经稀释后滴度为
Ê E$"D

!

Ê #!!;#

&临床表现不典型$结论
!

Y%Y

前带现象可通过与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联合检测'结

合凝集反应特点发现!并通过增加稀释倍数避免漏检$

关键词"梅毒螺旋体&

!

快速梅毒血清反应素试验&

!

前带现象&

!

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附实验

!"#

!

E$F;I#I

"

M

F*NN8FE#=;.DE;$F"$E#FE#F$D=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E#=;.DE;$

"

"$E#

#

E#.";"$.$"

!!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近

年来#我国梅毒流行形势日益严峻'

E."

(

#其报告病例数已跃居我

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中的第
;

位'

;

(

)因其与艾滋病有着相似

的传播途径及细胞免疫损害'

D

(

#梅毒的控制工作已被纳入艾滋

病防治管理机制中)目前#梅毒血清学结果仍是梅毒诊断中的

重要指标之一#其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前带现象的存在容易造

成实验室漏检#从而影响临床诊治活动)前带现象是在抗原抗

体的反应体系中#因抗体过剩所形成的抗原抗体反应受抑制的

现象#是抗原抗体反应特有的现象)据报道#快速血浆反应素

环状卡片试验$

Y%Y

%前带现象发生率
$F!]

!

EF$]

'

!.#

(

)如

何从众多的临床标本中发现前带现象是防止其漏检的关键)

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对所在性病门诊出现的前带现象标本进

行分析#希望能从实验室角度发现前带现象凝集反应的规律#

提出减少前带现象漏检的建议#为正确检出前带反应提供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收集
"$E!

年
;

月
E

日至
E"

月
;E

日本院性

病实验室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的
Y%Y

前带现象标本
D<

例#其

中#男
D;

例+女
!

例#年龄
EI

!

#D

岁)所有标本及时分离血

清#

V<$\

冻存备用其中#因患者具有典型临床表现#临床医

生要求复查发现
=

例&与同时检测的其他梅毒血清学指标阳性

结果不符或与历史检测记录不符发现
"#

例#实验室人员经验

性发现
E!

例)所有病例均排除结缔组织病+肿瘤+慢性肝病及

肾病等系统性疾病)

@FA

!

试剂
!

Y%Y

试剂盒来源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

号
"$E!$;$"

#有效期
"$E#$;""

&比对试剂批号
"$E!$#$"

#有效

期
"$E#$#$E

)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附试验$

)67.7&B

%试剂

来自德国欧蒙公司#批号
)E!$!$=:/

#有效期
"$E#EE$#

)梅毒

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6%%7

%试剂来源于日本富士瑞必欧株

式会社#批号
XK!$"E"

#有效期
"$E#$"$!

)

@FB

!

方法
!

Y%Y

试验通过使用标准的牛心肌脂抗原检测血

液中是否存在非特异性抗梅毒螺旋体抗体反应素&

)67.7&B

及
6%%7

试验均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

体#前者利用间接荧光抗体法#后者为间接凝集法)所有试验

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其中#

Y%Y

试验用生理盐水稀

释
Ê "

+

Ê D

+

Ê <

+

Ê E#

33

Ê "!#

#做半定量试验$滴度%#

记录其最高稀释倍数#且观察各稀释度时凝集反应的颗粒变

化#比较不同
Y%Y

批次试剂之间结果差异+

Y%Y

结果与
6%%7

及与
)67.7&B

间的一致性)

A

!

结
!!

果

AF@

!

临床表现
!

D"

例为
&

期梅毒螺旋体感染#其中
E#

例有

明显临床表现#以皮疹+淋巴结肿大及发热等症状为主#其余患

者临床表现不明显&

#

例为
(

期梅毒#有硬下疳和$或%皮疹

表现)

AFA

!

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
!

D<

例患者
6%%7

+

)67.

7&BA

L

Z

抗体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67.7&BA

L

'

抗体阳性
"E

例#占
D;F=!]

$

"E

"

D<

%#其中
ED

例急性期感染者
)67.7&B

A

L

'

抗体均为阳性)

AFB

!

Y%Y

试验结果
!

原倍稀释时无颗粒凝集或凝集颗粒较

小#经稀释后最终滴度为
Ê E$"D

!

Ê #!!;#

#且稀释反应前

;

!

D

孔$

Ê <

!

Ê E#

%反应弱#凝集颗粒大小几乎无变化)从

第
D

!

!

孔$

Ê E#

!

Ê ;"

%起凝集反应不断增强#凝集颗粒增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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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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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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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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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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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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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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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块#随后凝集颗粒由大逐渐减小)标本滴度越高#原倍稀

释时越可能出现无凝集现象#前带现象反应见图
E7

)

!!

注!

7

批号
"$E!$;$"

#有效期
"$E#$;""

&

&

批号
"$E!$#$"

#有效期

"$E#$#$E

)

图
E

!!

前带现象反应图

AFC

!

不同批次
Y%Y

试剂检测结果
!

不同批次
Y%Y

试剂进行

检测#两个批次试剂检测均存在前带现象#不同标本出现
E

个

滴度的差异#但结果无明显区别#不同批次试剂比对反应见图

E7

+

&

)

B

!

讨
!!

论

目前国内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主要有
Y%Y

和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6YhB6

%两种#均为半定量试验#实验技术

及质量控制容易掌握#但随着梅毒螺旋体感染率的不断增加#

前带现象在工作中出现频次增加'

=

(

#梅毒实验室诊断漏检的风

险增加)国外少见梅毒螺旋体前带现象的报道#可能跟国外梅

毒螺旋体感染率较低有关'

<

(

)国内有关 于 梅 毒 螺 旋 体

?@AB7

+

6YhBY

以及
Y%Y

的前带现象报道'

!.=

#

I.E$

(

)由于国内

非特异性抗体检测主要采用
Y%Y

试验#类似的报道较多)在

林榕'

=

(对
Y%Y

前带现象的回顾性分析中#全部研究对象均为

&

期梅毒患者#并且出现前带现象的患者均具有典型的临床表

现)但在本研究中#前带现象除主要在
&

期梅毒患者$

D"

"

D<

%

中发现外#还有部分早期感染的患者#且具有典型的硬下疳表

现)多数患者以不典型皮疹和发热为主#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不

明显)两个研究出现不同的观察结果#有待更多此类研究加以

验证)

本研究中
D<

例标本经不同批次试剂验证#均出现低稀释

度反应抑制的现象#提示本研究中前带现象与试剂批次无关#

是由非梅毒螺旋体抗体过量造成)所有病例
6%%7

及
)&B.

7&BA

L

Z

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A

L

'

抗体结果阳性占
D;F=!]

#

且急性期梅毒患者
)&B.7&BA

L

'

抗体均为阳性)此结果与其

他报道相符'

D

#

I

(

)

与正常凝集反应比对后发现!前带现象原倍稀释时无颗粒

凝集或凝集颗粒较小#经稀释后前
;

!

D

孔$

Ê <

!

Ê E#

%反应

较弱或凝集颗粒细小#且大小几乎变化#从第
D

!

!

孔$

Ê E#

!

Ê ;"

%起凝集反应不断增强#出现凝集颗粒增大+成块现象#随

后出现正常的凝集颗粒由大逐渐减小的过程)标本滴度越高#

原倍稀释时越可能出现无凝集现象)

梅毒螺旋体对治疗反应性较好#一般在接受规范足量治疗

后#大部分患者可在
#

个月内出现血清学变化#

Y%Y

滴度显著

降低或转阴)但因为梅毒螺旋体感染患者的不确定性#发生复

发或再感染的情况较常见)若此时出现
Y%Y

前带现象可能会

被漏检)实验室梅毒螺旋体检测需将特异性抗体检测与非特

异性抗体检测联合应用#可减少前带现象漏检)当出现
6%%7

抗体阳性#而
Y%Y

不反应的情况#对标本进行高倍稀释#每孔

都无凝集反应时才能报告阴性'

I

(

)这种方法在综合性医院或

梅毒螺旋体阳性率较低的实验室可行#但对于性病门诊等梅毒

螺旋体阳性率高的实验室#因稀释工作量大#可操作性较差)

此时#综合考虑
)&B.7&BA

L

'

抗体+历史检测结果以及凝集反

应规律是减少前带现象漏诊的重要途径)

)&B.7&BA

L

'

阳

性#

Y%Y

不反应或反应弱#应高度怀疑前带现象#可将血清稀

释至
Ê E#

#每孔都无凝集反应时报告阴性)但当
6%%7

等特

异性抗体阳性#

)&B.7&BA

L

'

阴性#

Y%Y

不反应或呈较弱反

应时#应仔细观察
Y%Y

颗粒反应特点#若低稀释度$

Ê E

!

Ê

E#

"

Ê ;"

%#不出现凝集颗粒逐渐减小#而是凝集颗粒大小几乎

无变化或颗粒增大现象时#应高度怀疑前带现象#需至少稀释

至第
#

孔$

Ê #D

%#均无凝集现象#可排除前带现象)

另外#可通过在室间质评中增加前带现象的考核品#以提

高实验室工作人员对前带现象的认识和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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