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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患者同时进行呼吸道血清中病原体特异性抗体
J

9

M

检测"九联检$与鼻咽部分泌物脱落

细胞病毒抗原检测"七联检$!对比分析检测结果!探讨临床检测方法的合理应用及价值&方法
"

选取呼吸道感

染患者
1%%

例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九联检与七联检对其进行检测!并将
"

种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

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符合率依次为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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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

!"#"[

$!甲型流感病毒"

1.#.[

$!乙型流

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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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流感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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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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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检的检测阳性率明显低

于七联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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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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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呼吸道九联检与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联合应用对提高病原体

检出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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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包括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下呼

吸道感染多由上呼吸道感染不规范治疗$久治不愈迁

延所致%多发于小儿及老年人$严重影响小儿身心健

康及成长$给对老年人生活也带来诸多不便%

(%[

以

上呼吸道感染由病毒引起$其中甲型流感病毒(

JR/

N4

)$乙型流感病毒(

JRNI

)$腺病毒(

4WN

)$呼吸道

合胞病毒(

0SN

)$副流感病毒
!

#

"

#

&

型(

3JNJ

#

3JN"

#

3JN&

)最为常见&

!

'

%目前$实验室对呼吸道感染的检

测方法主要有
"

种&

"

'

!一是采集静脉血血清中病原体

特异性抗体
J

9

M

检测(九联检)*二是采集鼻咽部分泌

物脱落细胞病毒抗原检测(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均

可以同时检测多种病原$快速准确$为临床诊断节省

时间$减少没有针对性的盲目用药率%为探讨
"

种检

测方法在临床实验室的实际应用价值$本研究小组对

本院
1%%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同时进行九联检与七联

检$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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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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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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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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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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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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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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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

本院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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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

来自儿科#呼吸内科及血液科%其中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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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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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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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平均(

1(#)"d1#!$

)岁%所选患者均具有呼吸道感染

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由临床医生根据相关诊断标准诊

断为呼吸道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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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

检测方法
"

同时采用九联检和七联检对患者

进行检测$九联检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JR4

)$检测项

目包括嗜肺军团菌(

L3

)#肺炎支原体(

M3

)#

a

热立克

次体(

PZX

)#肺炎衣原体(

P3

)#

JRN4

#

JRNI

#

4WN

#

0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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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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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检采用直接免疫荧光

法(

WR4

)$检测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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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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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

!

)采用无菌真空干燥采血管采

集患者静脉血
":L

%(

"

)采用专用无菌咽拭子采集

鼻咽部分泌物含鼻咽部脱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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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处理
"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

!

)静脉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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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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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用

3IS

对血清进行
!q!

稀释$取透明干燥试管
!

支$依

次加入
!%%

)

L3IS

缓冲液$

!%%

)

L

血清$充分混匀%

用吸附剂对稀释后的样本进行吸附$取透明干燥试管

!

支$依次加入
!1%

)

L

吸附剂$

&%

)

L

稀释后的样本

血清$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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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制片$取
!

张包被有病原体抗体的载玻片$每孔依次加入
!1

)

L

处理过的上清$前
(

孔依次为
L3

#

M3

#

PZX

#

P3

#

4WN

#

0SN

#

JRN4

#

JRNI

#

3J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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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JN&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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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为质控孔%放入湿盒$

&. j

水浴箱孵育
(%:+-

%

洗片$用
3IS

缓冲液流水缓慢冲洗孵育后的载玻片$

然后用
3IS

缓冲液浸泡
1:+-

(摇床摇动)%加异硫氰

酸荧光素(

RJ2P

)结合物$用吸水纸将载玻片四周吸

干$自然晾干$每孔依次加入
!1

)

LRJ2P

结合物$放

入湿盒$

&.j

水浴箱孵育
&%:+-

%用
3IS

缓冲液缓

慢冲洗孵育后的载玻片$然后浸泡
1:+-

(摇床摇动)%

封片$用吸水纸将载玻片四周吸干$自然晾干$每孔依

次加入封片介质$加盖盖玻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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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后的咽拭

子$加入
":L

标本采集液$采集刷头与采集液充分混

匀$漩涡震荡
! :+-

$弃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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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弃上清$加入
":L

细胞保存液$充分混匀$漩

涡震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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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弃上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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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于管底$用加样枪吹打混匀$制成细胞悬液%

制片$取专用
'

孔载玻片
!

张$每孔依次加入
"1

)

L

细胞悬液$

$% j

下将玻片风干$

$ j

下丙酮固定

1:+-

$每孔依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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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抗体与
RJ2P

的结合物$前

.

孔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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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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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为空白对照孔%放入
&. j

温箱孵育

!1:+-

%洗片$用
3IS

缓冲液流水冲洗
"

遍$将剩余

的
RJ2P

结合物洗掉$

$%j

下将玻片风干%封片$每

孔依次加入封片介质$加盖盖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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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

1

'

"

分别将制好且封片

的呼吸道九联检与七九联检的载玻片置于荧光显微

镜载物台上$调整荧光显微镜至
$%%k

$观察结果%

:#<

"

统计学处理
"

收集数据$建立
YH<68

表$将数据

带入
S3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
1dA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采用
!

" 检验$

以
G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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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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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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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检和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的结果比较
"

呼

吸道九联检对不同病原体的检测阳性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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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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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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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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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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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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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联检对不同

病原体的检测阳性率依次为
JRN4

(

")#%%[

)$

JRN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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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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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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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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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JN"

#

3JN&

的总体阳性率为
!"#)%[

%其中九联检

和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均包含的
1

类病原微生物的

检测阳性率结果比较$见表
!

%

表
!

""

九联检和七联检对不同病原体的检测阳性率

"""

结果比较$

&

%

[

&'

检测结果 七联检 九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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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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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两组方法同时检测
0SN

$结果比较
!

"

c()#"$1

$

G

$

%#%1

*同时

检测
JRN4

$结果比较
!

"

c!.#'("

$

G

$

%#%1

*同时检测
3JNJ

#

3JN"

#

3JN&

$结果比较
!

"

c'#"$.

$

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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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检和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符合率
"

九联检与七联检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其阳性符合率依

次为
4WN

(

&%#'[

)$

0S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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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N4

(

1.#.[

)$

JR/

NI

(

)%#%[

)$

3JN!

#

3JN"

#

3J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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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检与七

联检的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

%见表
"

%

表
"

""

九联检和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的阳性

"""

符合率结果比较

病原体(

&c1%%

)

七联检检测

结果(

&

)

九联检符合

例数(

&

)

符合率(

[

)

4WN ") ' &%#'

0SN !"& !1 !"#"

JRN4 !&% .1 1.#.

JRNI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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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N& )& !1 "&#'

阴性
.& !. "&#&

合计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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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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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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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技术是将已知的抗原或抗体标记上荧

光素(荧光标记物)$再用其作为分子探针检查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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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抗原(或抗体)$它是建立在免疫学#生物化学

和显微镜技术基础发展起来最早的一种标记免疫技

术&

)/'

'

%该方法利用抗原抗体反应进行抗原或抗体物

质的定位$在荧光显微镜下根据荧光标记复合物发出

的荧光$判断被检测物质的来源#性质和部位&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九联检部分病原体的检测阳性

率明显低于七联检呼吸道病原体的抗原检测$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1

)%七联检是检测抗原$九联检

是检测抗体$一般来说抗原检测的阳性率会低于抗体

检测$但这可能与九联检是对机体因病原体产生的抗

体进行检测$而不同患者用药治疗情况#检测时间点

不同$或病原体
J

9

M

抗体在不同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

不同有关&

!%

'

$七联检是直接用咽拭子采集鼻咽部分泌

物脱落细胞检测病毒抗原$与抗体在体内表达不同的

是其更直接%也有研究表明&

!!

'

$患者受呼吸道病原体

感染后$可在发病后
!

周左右检测到血清中产生的特

异性
J

9

M

抗体$且在急性期呈持续升高趋势%因此$

检测患者急性期血清特异性
J

9

M

抗体对诊断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宋秦伟等&

!"

'的研究显示$急性期血清

呼吸道病毒
J

9

M

检测的阳性率低于抗原检测阳性率$

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九联检和七联检
"

种检测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仍

存在其各自的优缺点&

!&

'

$易受标本取样及实验员操作

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作用%呼

吸道九联检血清标本取样简便$临床易于接受$除脂#

溶血外$很少受标本取样因素的影响$但易受抗体表

达水平#玻片质量#实验员以及实验本身原理特性等

因素的影响$进而造成其阳性检出率的降低&

!$

'

%七联

检取患者鼻咽部分泌物脱落细胞&

!1

'

$对其进行抗原检

测$其取样方式不易于被临床及患者接受$尤其是儿

童$因此$取样标本的合格与否非常重要$如果未取到

合格的鼻咽部分泌物脱落细胞$则整个实验很难成

功%综上所述$七联检最主要受标本是否合格的影

响$其次易受实验员操作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

工作中$采用
"

种检测方法同时进行$不仅可以避免

因病原体抗体表达的影响$还可以避免因
"

种实验各

自的缺点而产生的影响$以降低漏检率%建议临床对

原因未明且有待查病因的呼吸道感染患者同时进行

呼吸道九联检及七联检$以帮助临床进一步明确诊断

患者病因%

=

"

结
""

论

""

本研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患者呼吸道病原体

感染情况$结合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显示$血清特

异性
J

9

M

抗体受血清学局限$九联检检测阳性率在

4WN

#

0SN

#

JRN4

#

JRNI

及
3JNJ

#

3JN"

#

3JN&

中显

著低于七联检$但对
M3

检测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其中
L3

#

PZX

#

P3&

项检出率较低$可与其他实

验方法联合应用以提高检出率%七联检因人为取样

因素对标本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漏检率$因此$七

联检联合应用九联检可提高病原体检出率$对疾病的

预防#诊断及治疗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为临

床合理选择检测方法$更好地解读检测结果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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