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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抗体试验（!"#）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诊断中的可靠性，探讨 $#%$ 患者发病后血清抗体在体内的产生规律。方法 采用 !"# 方

法检测不同发病时间的临床确诊 $#%$ 病例、疑似病例和其他人群的血清 $#%$ 病毒抗体，同时对每

一个研究对象采用调查表进行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在发病 &’ 天内，$#%$ 患者血清 !() 阳性率为

**+&,，!(- 阳性率为&.+/,；发病 &’ 天后 $#%$ 患者 !() 阳性率达01+0,，!(- 阳性率达.*+/,；发病

2* 天以后 $#%$ 患者 !()、!(- 阳性率均为1’+1,。对发病时间与抗体阳性率采用趋势!
2 检验，结果

显示 $#%$ 患 者 血 清 !()、!(- 抗 体 阳 性 率 随 着 发 病 时 间 而 上 升（ !() 趋 势 检 验!
2 3 &.+/4.，! 3

’+’’’ ’*；!(- 趋势检验!
2 3 20+4/.，! 3 ’+’’’ ’’）。!"# 法用于检测 $#%$ 患者发病 &’ 天后血清抗体，

结果显示灵敏度、特异度及与临床诊断的符合率均在 1’,以上。结论 !"# 法适于 $#%$ 发病 &’ 天

后作为实验室辅助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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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目前已有 /’ 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现病例［&L/］。为了评价间接免疫荧光抗体试验

（!"#）在检测 $#%$ 患者血清抗体的可靠性，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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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血清抗体产生的规律，本项研究用 !"# 方

法对北京市多家医院的 $#%$ 病例、疑似病例、其他

病患者和正常人的血清 $#%$ 抗体进行了检测。从

而为该方法应用于 $#%$ 的特异诊断提供依据和参

考。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对象与样品收集：以解放军第三!九医

院、解放军第三!七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 



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胸科医院

入院的临床确诊 !"#! 病例 $%& 例、疑似病例 ’( 例

和其他疾病、医护人员和其他正常人群 ’$) 人作为

研究对象，!"#! 临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诊断标准

采用国家卫生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试行）》。对所有调查对象由医院医护人员填写流

行病学调查表，同时静脉采血( *+，) ,,, - . */0 离心

) */0后，分离血清待测。

1 2检测指标与试验方法［’］：采用 34" 检测血清

抗 !"#! 病毒 356 和 357 抗体（试剂盒由军事医学科

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制）。试验方法如下：待

测 血 清 (%8 ), */0 灭 活，每 份 血 清 标 本 用

, 2,,( *9+ . :、;< =21的 >?! 分别稀释到$ @$,和$ @1,
两个稀释度，每个稀释度各取$,!+分别滴加在抗原

片的不同孔上。检测 356 抗体将玻片置湿盒中 )=8
), */0，检 测 357 抗 体 将 玻 片 置 湿 盒 中 )=8
$1, */0。反应完成后将玻片取出，用自来水冲洗，

晾干。用荧光抗体稀释液将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

荧光抗体进行$ @),稀释，取$,!+分别滴加到抗原片

的不同孔上。置玻片于湿盒中 )=8作用), */0，反

应后将玻片取出，用自来水冲洗，晾干。在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染色结果，根据胞浆或胞膜部位有无特异

性荧光染色来判断检测结果。

) 2 统计学分析：数据的录入采用 ABCA: 1,,,
软件，数据分析采用 A>3 /0D9 1,,, 软件。

结 果

$ 2 !"#! 患者血清抗体产生规律：检测了发病

$ E ’) 天的 $’F 例患者血清抗 !"#! 病毒抗体，结果

显示第一周患者血清抗体阳性率较低，一周后血清

356 抗体阳性率迅速上升，357 抗体阳性率上升稍

缓，发病 $, 天内 356 抗体阳性率为(( 2$G，357 抗体

阳性率为$% 2)G；发病 $, 天后 356 抗体阳性率达

F& 2FG，357 抗体阳性率达%( 2)G；发病 $( 天后 356
抗体阳性率为F= 2FG，357 抗体阳性率为%% 21G；发

病 1( 天以后 !"#! 患者 356、357 抗体阳性率达到一

致，均为&, 2&G。发病时间每 ( 天为一个时段的抗

体检出率结果见图 $。对发病时间与抗体阳性率采

用趋势"
1 检验，结果显示 !"#! 患者血清 356、357

抗体阳性率随着发病时间的增长而上升，其中 356
抗体的趋势检验"

1 H $% 2)=%，! H ,2,,, ,(；356 抗体

趋势检验"
1 H 1F 2=)%，! H ,2,,, ,,。两两比较各发

病时间段抗体阳性率，显示发病时间$ E ( 天组、% E

$, 天组与 $, 天以上各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而$ E ( 天组与% E $, 天组之间，$, 天以上各组之

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比较 !"#! 患者发病后$ E $,
天的抗体阳性率与 $, 天以上的抗体阳性率，356 和

357 的差异均有显著性（356："
1 H 1) 2$，! H ,2,,$；

357："
1 H )$ 2’，! H ,2,,$），提示采用 356 和 357 作

为 !"#! 实验室辅助诊断指标应选择在 !"#! 患者

发病 $, 天后。临床确诊 !"#! 患者发病 $, 天后采

用 34" 检测血清抗体的灵敏度、特异度和符合率均

较高，分别为&$ 2%G、&, 2’G和&, 2&G（表 $）。

图! !"#! 患者发病时间与血清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表! 34" 检测临床诊断 !"#! 患者和其他病患者

血清抗体可靠性评价

临床诊断
34"

阳性 阴性
合计

!"#! 患者 F= F &(
其他患者 $1 $$) $1(
合 计 && $1$ 11,

1 2对 !"#! 疑似病例和其他病例的血清抗体检

测分析：检测 1, 例发病 $, 天以上的疑似病例血清

抗体，有 $) 例血清抗体阳性，提示疑似病例可能有

%(G左右感染 !"#! 病毒。同时对发病时间为 $, 天

以上的 1, 例伴有发热症状的其他患者血清抗体进

行检测，显示有 = 例 !"#! 病毒抗体阳性，提示因其

他疾病入院治疗伴发热症状的患者可能为 !"#! 感

染，也可能是一部分 !"#! 患者症状不明显或症状

出现较晚。

) 2 34" 与 A:3!" 检测 !"#! 病毒血清抗体的一

致性：选择发病 $, 天后 !"#! 患者和正常人对照血

清，采用 34" 和 A:3!" 方法检测 !"#! 病毒抗体，结

果见表 1。比较 34" 与 A:3!" 方法检测 !"#! 患者

的血清抗体，符合率也达到了 &,G。

 



表! !"#与 $%!&#检测 &#’& 病毒血清抗体的一致性比较

!"#
$%!&#

阳性份数 阴性份数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讨 论

本项研究以 &#’& 临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

其他患者及正常人群作为调查对象，采用 !"# 方法

对 &#’& 患者血清抗体的产生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评价了 !"# 作为 &#’& 的快速、特异诊断方法的

可靠性。结果显示，&#’& 患者发病 *) 天内 !01 和

!02抗体阳性率较低，而发病 *) 天以后血清 &#’&
病毒 !01 阳 性 率 较 高 为 -/ 3-4，!02 阳 性 率 为

+( 354，其中 !02 阳性率在 ,( 天以后与 !01 阳性率

一致（/) 3/4），该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与

临床诊断的符合率均在 /)4以上，提示 !"# 方法适

合于 &#’& 患者发病 *) 天后作为血清学诊断方法。

通过该分析结果提示，在利用现行的 !"# 检测方法

对 &#’& 疾病进行诊断时，应充分考虑检测时间对

结果的影响。

通过对 &#’& 患者体内血清抗体产生规律的研

究，为 &#’& 实验室诊断、&#’& 恢复期血清疗法采

血时机的选择等方面提供了依据，也为 &#’& 血清

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 &#’& 患者体内血

清抗体滴度的变化情况、抗体持续的时间等方面，还

有待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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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 *5* 例宫颈糜烂流行病学因素分析

张秀英

为了解已婚妇女宫颈糜烂的患病特点，自 ,)), 年 , U *)
月对湖南省永州市部分县区及厂矿年龄在 ,) U +) 岁的已婚

妇女进行了宫颈糜烂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3患病情况：对T )*-名已婚妇女进行宫颈刮片细胞学检

查，必要时作阴道镜检查及活体组织检查。诊断标准依据全

国高等医药院校第 ( 版《妇产科学》教材［*］，确诊为宫颈糜烂

者* *5*例，患病率为,-3*(4，其中轻度糜烂者 -5T 例、中度

糜烂者 ,T/ 例、重度糜烂者为 T- 例，患病率分别为.53.T4、

,,3),4和T3,T4。

,3年龄分布：年龄按,) U ,/ 岁、5) U 5/ 岁、T) U T/ 岁、

() U (/ 岁分组，被调查人数分别为* )TT例、* -T5例、-)( 例和

5,+ 例，患病人数分别为 5-- 例、(+- 例、*() 例和 ,( 例，患病

率分别为5.3*+4、5)3-,4、*-3+54和.3+.4。四个不同年龄

组宫颈糜烂患病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V *-+3*-，! W

)3)*）。,) U ,/ 岁组与其他三组分别比较，差别均有显著性

（! W )3)*）。

53职业分布：职业按农民、工人、公务员、教师和职员分

类，被调查人数分别为 /,+ 例、* )(/例、+/) 例、(/, 例和 .(*
例，患病人数分别为 55. 例、5*) 例、*.( 例、*T5 例和 *++ 例，

患病率分别为5+35/4、,/3,.4、,(35+4、,T3*+4和,,3*)4。

五组不同职业宫颈糜烂患病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V

(,3*T，! W )3)*）。农民组与其他四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显

著性（! W )3)*）。

T3区域分布：区域按农村、厂矿和城区分类，被调查人数

分别 为 * *,+例、* ,(/例 和 * +55例，患 病 人 数 分 别 为 5/*

作者单位：T,())+ 湖南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分院妇幼系

例、5(( 例 和 5-( 例，患 病 率 分 别 为 5T3.54、,-3,)4 和

,53(-4。三组不同区域宫颈糜烂患病率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
, V 5-3.,，! W )3)*）。其中农村与厂矿、厂矿与城区、农

村与城区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W )3)*）。

(3讨论：本次调查T )*-名已婚妇女，宫颈糜烂患病* *5*
例，患 病 率 为 ,-3*(4，较 国 内 报 道 的 宫 颈 糜 烂 患 病 率

,,3T)4［,］高。本次调查发现宫颈糜烂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是

,) U ,/ 岁组，5) 岁后随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雌

激素水平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年轻夫妇性生活频繁、性卫生

知识缺乏，以及婚外性乱、未婚人流、人工流产、引产［,］、宫颈

损伤和产后不注意卫生有关。本次调查还表明，凡经济、文

化条件落后，医疗服务的提供及利用不足的区域和自我保健

意识淡薄的人群，宫颈糜烂患病率就高。调查结果证实，永

州市已婚妇女农村比厂矿、城区患病率高，农民比工人、公务

员、职员患病率高。为此全社会应高度重视已婚妇女保健工

作，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利用各种新闻传媒宣传卫生

保健知识，特别是对广大农村要增加卫生投入，提高产科质

量和计划生育技术水平，定期普查普治，增强妇女的自我保

健意识，努力降低宫颈糜烂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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