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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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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D?%̂,

#)

%̀C

"

#g!

#抗体与
[!6

抗原联合检测*和胶体硒法在临床检测
%̀C

中的特点$方法
!

分别用第
6

代
D?%̂,

检测试剂和胶体硒试剂检测
%̀C

抗体!初筛阳性样本送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2)*2L5VK(*

确证试验$结果
!

第
6

代
D?%̂,

试剂检测'胶体硒检测及
;2)*2L5VK(*

检测
%̀C

的阳性率分别为
"796@

'

"7!.@

及
"7!8@

$第
6

代
D?%̂,

的
%̀C

漏检率"

#79@

#低于胶体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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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检测
%̀C

的假阳性率"

"7"9@

#高于胶体硒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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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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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胶体硒法联合应用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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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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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艾滋病'由于
,%<̂

的

治疗没有特效药以及
%̀C

疫苗研制的失败#

,%<̂

病死率相当

高#已成为本世纪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性疾病之一(

#&9

)

'

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仍以预防为主#能否对
%̀C

感染做出快速*

准确的诊断是阻止其流行扩散的关键'检测
%̀C

的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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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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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试剂经

历了
6

代发展(

6&0

)

'目前第
6

代
%̀C

诊断试剂是利用
[!6

蛋

白氨基酸顺序高度保守这一特性#在第
9

代试剂基础上加入了

[!6

抗原检测系统#可同时检测血清或血浆中的
%̀C

$

#g!

%抗

体与
[!6

抗原#使诊断窗口期与第
9

代
D?%̂,

检测试剂相比

平均缩短
6F

'本院从
!"#"

年
.

月开始使用第
6

代
%̀C

诊断

试剂#现将其与胶体硒法*

;2)*2L5VK(*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8

月住院患

者的静脉血标本
0#699

例#其中#男
!809!

例#女
!9."#

例'

=7>

!

主要试剂与仪器
!

第
6

代
D?%̂,

诊断试剂购自北京科

卫临床诊断试剂有限公司#胶体硒试剂由
%532L52))-2FGM4K

U4

'

45+(7

#

?*F7

提供#

;2)*2L5VK(*

试剂由重庆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供&汇松洗板机和
ID+,]

酶标仪$

Ŝ5LG)2

%由重庆恩

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7?

!

检测方法
!

用进口胶体硒试剂和国产第
6

代
%̀C

$

#g

!

%及
[!6

抗原联合检测
D?%̂,

试剂盒对每一份标本进行初

检#操作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

!

种试剂均阴性#判为阴

性&其中
#

种试剂阳性或
!

种试剂均阳性#判为初筛阳性&初筛

阳性标本送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2)*2L5VK(*

确证

试验'

>

!

结
!!

果

>7=

!

住院患者的
%̀C

检测
!

采用第
6

代
D?%̂,

试剂检测

%̀C

抗体#阳性结果
#.!

例&胶体硒检测#阳性结果
#$6

例'

将上述可疑阳性的标本送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

;2)*2L5VK(*

进行确诊#结果阳性
#09

例#不确定
#0

例#阴性

!6

例'

D?%̂,

试剂*胶体硒及
;2)*2L5VK(*9

种方法检测

%̀C

的阳性率分别为
"798@

*

"79!@

及
"79"@

'对
#0

例

;2)*2L5VK(*

检测不能确定的标本进行分析!第
6

代
D?%̂,

试

剂和胶体硒试剂均阳性
0

例&第
6

代
D?%̂,

试剂检测
%̀C

阳

性#而胶体硒检测
%̀C

阴性
/

例&第
6

代
D?%̂,

试剂检测阴

性#而胶体硒检测阳性
!

例'第
6

代
D?%̂,

试剂的
%̀C

漏检

率$

#79@

%低于胶体硒试剂$

67.@

%'对
!6

例
;2)*2L5VK(*

检

测结果为阴性的标本进行分析!第
6

代
D?%̂,

试剂和胶体硒

!0/

重庆医学
!"#!

年
9

月第
6#

卷第
.

期



试剂均阳性
#

例&第
6

代
D?%̂,

试剂检测阳性#胶体硒检测阴

性
#/

例&第
6

代
D?%̂,

试剂检测阴性#胶体硒检测阳性
0

例'

第
6

代
D?%̂,

试剂的假阳性率$

"7"9@

%高于胶体硒试剂

$

"7"#@

%#并且
#/

例
D?%̂,

假阳性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男女比例为
#l!

&妇科和产科患者
8

例#约占
9/7.@

'

见表
#

'

表
#

!!

第
6

代
D?%̂,

试剂的
#/

例假阳性结果分析

科室 性别 病例(

+

$

@

%)

妇科 女
6

$

!!7!

%

产科 女
9

$

#$78

%

泌尿科 女
#

$

07$

%

感染科 女
!

$

##7#

%

乳腺外科 女
!

$

##7#

%

眼科 男
#

$

07$

%

口腔科 男
#

$

07$

%

心内科 男
#

$

07$

%

胃肠外科 男
#

$

07$

%

肝胆外科 男
#

$

07$

%

消化内科 男
#

$

07$

%

?

!

讨
!!

论

近年来#

%̀C

感染和
,%<̂

的发病率迅速增加#形势严

峻(

$

)

'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尽早准确检测出
%̀C

感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6

蛋白是
%̀C

病毒颗粒的主

要结构蛋白#在病毒的包装和成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氨

基酸序列在
%̀C

各毒株之间高度保守#缺失
[!6

会导致病毒

无法正常组装(

8

)

'在
%̀C

感染早期#病毒大量复制而产生抗

体极少时#第
9

代
D?%̂,

试剂是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的(

/

)

'通

过检测血清或血浆
[!6

抗原#可以将+窗口期,缩短#此时
%̀C

抗体尚为阴性(

.&#"

)

'目前#

D?%̂,

试剂已经发展到
%̀C

$

#g

!

%抗体与
[!6

抗原联合检测阶段'

本研究将所使用的第
6

代
D?%̂,

试剂*胶体硒试剂和

;2)*2L5VK(*

进行初步比较#一方面#第
6

代
D?%̂,

试剂检测

%̀C

的假阳性率高于胶体硒法#而其与
;2)*2L5VK(*

确证试验

的阳性一致率明显低于胶体硒法与
;2)*2L5VK(*

确证试验的

阳性一致率#也有文献报道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

)

'在
!6

例

;2)*2L5VK(*

确证阴性病例中#

#/

例为第
6

代
D?%̂,

试剂检

测
%̀C

假阳性#妇科和产科
8

例#约占
9/7.@

#是否该科室患

者血清中某种物质与第
6

代
D?%̂,

试剂发生交叉反应导致较

高的假阳性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另一方面#第
6

代

D?%̂,

试剂检测
%̀C

的 漏 检 率 $

#79@

%低 于 胶 体 硒 法

$

67.@

%'

#0

例
;2)*2L5VK(*

检测不确定的样本中#胶体硒法

检测结果呈阳性者少于第
6

代
D?%̂,

试剂检测结果呈阳性

者#后者具有很好的初筛作用'这一特性#决定了第
6

代

D?%̂,

试剂适于大批量筛查(

#!&#9

)

'并且国产第
6

代
D?%̂,

试剂盒实际应用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进口第
6

代
D?%̂,

试剂

盒相差不大(

#6

)

'

综上所述#

%̀C

$

#g!

%抗体与
[!6

抗原联合检测为一种操

作简单*经济*省时高效的实验方法#但缺点是假阳性率高&而

胶体硒试剂检测漏检率高#二者联合使用可以互相弥补不足#

为临床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在疾病的早干预*早治疗#降低

输血感染风险#估计发病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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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2G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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