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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主要是受到梅毒螺旋体$

/!

%感染所致#其具有较强

的传染性#易对人体多个重要器官造成损伤#而病情严重的患

者甚至可能残疾'

%

(

)梅毒潜伏期大约在
#

#

$

周#在感染早期

仅有皮疹现象出现#体内不存在特异性*非特异性抗体'

#

(

)该

病的检测目前多采用血清学诊断#包括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

验$

/.b8/

%*

/!

抗体
XVO8,

试验等#但易受到诸多因素影

响#存在假阳性*前带现象#具有较大的非特异性反应#容易导

致误诊*漏诊等'

$0'

(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Sh0!-.

%是在

常规
!-.

基础上#增加荧光探针#可对
*+,

拷贝数进行定量

检测#并直接在计算机屏幕中得出定量数据#近年来#该方式已

逐渐应用到梅毒检测中'

)0&

(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Sh0!-.

检

测梅毒皮损组织液中
/!0*+,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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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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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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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接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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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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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以皮肤溃烂*梅毒疹*脓疱等典型皮损为主要表现#

或既往有梅毒感染史#高度怀疑为梅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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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患者在被判断为疑似病例后#于次日清晨抽取
)

HV

静脉血送至免疫实验室#进行
/.b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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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XVO8,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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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购于上海荣盛生物公司#

XVO8,

试剂盒购

于上海科华生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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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溃疡渗出性皮

损的患者#采用无菌生理盐水将皮损处冲洗干净后#将组织液

挤出#并采集&非渗出性皮损的患者表面采用
2)3

浓度的酒精

进行消毒#干燥后#使用手术刀钝侧#刮去表皮#将组织液挤出#

并采集&主要症状为扁平疣*湿性丘疹的患者采用一次性棉签

蘸取病损处分泌物&主要症状为手足*躯体红斑*丘疹的患者#

采用一次性棉签对病损处用力摩擦#直至有血清样渗出物)标

本采集后均置于无菌试验管中#送至检测)试剂盒为达安基因

股份有限公司及
,"O2$((

荧光
!-.

扩增仪#操作方式严格参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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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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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将结果经过计算机分析)均采用苄星

青霉素治疗
$

*

&

个月后再次检测#记录转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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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41(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用
He>

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
J

检验#多组间中的
#

组比较采用
8+60

2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组间中

的
#

组比较采用
J'>/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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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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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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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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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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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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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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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出率均明

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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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见

表
%

)

表
%

!!

$

组治疗前诊断结果相比$

0

%

3

&'

检测方法
&

期
%

期 总检出率

XVO8, %5

$

'21)(

%

#(

$

)(1((

%

$5

$

521)(

%

"

/.b8/ %$

$

$#1)(

%

%'

$

#41((

%

#2

$

&21)(

%

Sh0!-. %4

$

')1((

%

#(

$

)(1((

%

$4

$

5)1((

%

"

!!

注!

/.b8/

比较#

"

!

$

(1()

)

C1C

!

治疗后转阴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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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0

!-.

转阴率均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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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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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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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阴率和
XV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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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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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0!-.

检测
/!0*+,

定量平均值比较
!

在
Sh0!-.

检测结果中#治疗后
&

个月
/!0*+,

定量平均值均得到明显

降低#

&

期*

%

期和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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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0*+,

定量平均值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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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

梅毒分期 治疗前 治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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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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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在临床上已得到较长时间的使用#主要是使用已

知的牛心肌脂抗原作为参考免疫指标#和检测标本中的抗心磷

脂抗体之间发生非特异性结合#然后进行检测#主要优点是成

本低*时间短等'

2

(

)但也有研究指出#若检测过程中血清抗体

过剩#会减少所形成的免疫复合物#导致其无法凝聚#此时梅毒

呈阳性的患者则会被检测出阴性#影响早期诊断及治疗'

405

(

)

王娜等'

%(

(研究显示#不仅是梅毒患者血清中存在抗心磷脂抗

体#在其余类似病毒感染后也会有该抗体出现#增加误诊率)

XVO8,

主要指将已知的抗原在固相载体的表面进行吸

附#并发生酶标记的抗原抗体反应#洗涤液相中的游离成分#而

对于梅毒的检测主要以双抗原夹心法为主#具有特异性强的优

点)较多报道证实#

XVO8,

试验与
/.b8/

比较#可克服其无

法批量检测的缺点#且简单克隆#不会遭受到凝血因子等物质

的感染#采用酶标仪进行数据收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0%#

(

)

但由于
XVO8,

检测在测定
O

I

T

"

O

I

R

抗体时#在机体免疫反应

中#最先产生的为
O

I

T

#若有临床症状出现#同时
O

I

T

表达过

低甚至无表达的情况#则极易出现漏诊#耽误治疗'

%$0%'

(

)

]@C

等'

%)

(研究中提出#

O

I

R

仅可反映感染梅毒病史#若需确诊还需

要联合其余免疫学证据的检测)

虽然血清学的检测方式在梅毒的诊断中较为常用#但也有

较多研究显示#其阳性结果并不代表体内存在活的
/!

'

%&0%2

(

)

苏宗义等'

%4

(研究显示#在人体内
/!

死亡后#其
*+,

在
#'C

内则会被体内某些酶所代谢#而无法检测出)

Sh0!-.

是通过

荧光染料或者荧光记忆的特异性探针#对
!-.

产物进行标记

跟踪#同时整个进程可得到同步直观的观察#并配合相关处理

分析#得到检测样品的含量)国内外均有报道指出#

Sh0!-.

不仅可排除人为主观影响#还可对
/!0*+,

的水平进行准确

的测定'

%50#(

(

)国内刘燕平'

#%

(的报道中得出论证#

Sh0!-.

在

漏诊*误诊率上较低#可早期诊断梅毒患者#并积极给予干预#

获得较好的预后)国外
TGDAG

等'

##

(也得出过相似结论)

在本研究中#所有疑似病例通过
XVO8,

检测结果显示#

521)(3

为梅毒患者#其中
&

期
'21)(3

#

%

期
)(1((3

)与

/.b8/

*

Sh0!-.

检测结果比较#

/.b8/

总检出 率 仅 为

&21)(3

#明显比
XVO8,

低#而
Sh0!-.

总检出率为
5)1((3

#

和
XVO8,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且
%

期检出率

相同#虽然
&

期检出率不一致#但仅有
%

例差异#不对
Sh0!-.

的检测灵敏度造成影响)在李钟洙等'

#$

(分析中显示#

Sh0!-.

在
/!0*+,

的检测中#特异度为
%((1((3

#

&

期梅毒检测灵敏

度为
%((1((3

#

%

期梅毒检测灵敏度为
5(1((3

)此外#药物

治疗*自身免疫力和
/!0*+,

清除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
/!0

*+,

的检测不仅可对药物疗效进行判断#还可知晓疾病恢复

情况)本研究显示#经过治疗后#

Sh0!-.

转阴率逐渐增加#治

疗后
$

个月变化明显#且在治疗后
&

个月时#

&

期*

%

期的转阴

率均为
%((1((3

#明显比
!.!

高#且和
XVO8,

比较差异不明

显&并且在阳性患者中的
/!0*+,

定量平均值下降程度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药物治疗效果明显#增加了机体免疫力#

与刘燕平等'

#'

(研究具有相似性)

综上所述#采用早期皮损组织液
Sh0!-.

可有效测定
/!0

*+,

#有利于梅毒诊断#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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