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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敏 郑志明 肖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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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提 要

应用反向间接 检测 法和
,

对 例 病人的 份系列血清标本

分别作 特异性 和结 的检测
。

结果表明 重型 病人的 滴度明 显高于轻
、

中两型 而结 在三型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两例 阴性的病人 亦为 阳性 结 在

少尿期下降比 明显 在第
、

病 日就能分别检测出 和
。

作者认为
,

不仅

同样可 以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
,

而且可能较 更为全面 与病情轻重关系密切 在

疾病过程 中检测 似可作为病情判断 的特征之一
,

这一结 果还间接地支 持 了免 疫复合

物致病说
。

流行性出血热 病毒是一种有囊膜的 病毒
,

其抗原性强
,

致 人患病后获

得性免疫力持久
。

国内报道
,

病后血清 特异性 可持续 年之久〔’〕 检测血 清

特异性抗体作为早期诊断 已被广泛应用 很多作者认为
,

血清 特异性抗体 与

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研究血清 特异性抗体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

本文

报道了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六年二月间对收治来 自重疫区 例流行性出血热患

者的 份系列血清标本作 特异性 和 的检测结果
,

并加以分析和讨论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用 酶标测定仪
,

将病人 血 清作 对倍稀释后
,

应用反向间 接

检侧法作血清 特异性 几 的检测
,

试剂与仪器均 由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提

供
。

小于 为阴性 以 株病毒感染的小 白鼠鼠脑组织切片作为抗原 由湖

北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赠予
,

将待检血清与 了 ,

磷酸缓冲液以 稀

释后
,

再以此作为 倍稀释
,

应用 作 特异性 检测
。

小于 者判为阴性
。

本稿 年 日 月收到
。

本教研室研究生



毒学杂志
,

病

二
、

凡临床疑诊为 的早期 一 岁的男女病人
,

均定期收集血标 木 凡最后

经临床确诊的病人的检测结果均进入本文分析总结 按一九八一年全国出血热会议分型

标准分型
。

结 果

一
、

特异性 的检出时间及检出率

例病人在第 病 日即可检出 特异性 烤 第
、 、

病 日病人 特异

性 坛 阳性率分别是
、

和 全部病人 痊愈出 院时 仍有两例为

阴性
。

二
、

特异性 的动态变化

以每 天抗体的对数滴度的平均值为一计算单位
,

结果如表
、

图

表 不 同病 日血清 特异 性 动态变化
一

一 峨

,

⋯ ⋯⋯⋯
。

⋯
’

⋯⋯⋯ ⋯
。

’

⋯
, ’

一
’

· ·

鬓州
一 ‘一

⋯
一

⋯
一

⋯
了旧

卜
一

⋯
一

⋯
一

⋯
一

⋯

警
“ ’

彗
’

⋯
‘

’

”

⋯
‘

’
了“ ⋯

’

⋯
’ ’ ‘

,

⋯
了

’

⋯ ⋯
‘

”

士几 ⋯
’

乙几
二 了 ⋯

引 二了
·

七
, 。

是
· , , 二

是
·

夕
二

⋯
。

二

二 少
』

为 抗体的几 何滴度倒数
,

下 同
。

曰

一

分

任

“。二钾饭一甚尝

病 日
一 ‘ 一 , , ‘ 一 一曰以 ‘ 、

一 戈
曰口 入

一
一一 一一 咨 人 一 一

一

到
,

不 同加 日件型 血 舟 特异侧玩 的 力态变 比
一 生



病毒学杂 志 ,

从图表中可 以看出
,

重型病人的平均滴度明显高于轻中两型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重型与轻
、

中两型之间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而轻
、

中两型之间的差 异

无显著性 还可 以看出
,

轻
、

中两型在第 病日达到高峰后
,

呈下降趋势
,

而重型在

病 日仍然无下降趋势
。

如果按临床分期 比较各型之间的差异
,

结果如表
、

图

表 不 同病期血 清特异性 检测结果
立 , 一

。 , 。

⋯
。 , 丫

病病 期 发热热 低血压压 少尿尿 多尿尿 恢复复

轻轻 型型

了

中中 型型型型型型型

重重 型型型型型型型

协二

叮汽勺通︸口叮山,上

尽一
,

梦闪︸一侧尾芝聋

病期 发热 低血庄 少尿

图 各期血 清 特异性绝 俭测结果
七

多尿 恢复

图中显示各型在少尿期均有一个低峰 多尿期均达到最大峰值 除重型外
,

轻
、

中两

型在恢复期均有下降趋势 重型在各期的平均滴度均较轻中两型高 统计结果表明
,

多尿

期与发热期
、

少尿期之间的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多尿期与低血压期
,

恢复期 与发热期
、

少尿期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性 其余各期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

三
、

特异性 的检出时间与检出率

例病人在第 病 日即为 特异性坛 阳性 第 病 日病人阳性率为 旦百
,

第 病 日全部 例病人均为阳性
。

四
、

特异性 的动态变化

同 飞 一样
,

先以每 天的对数滴度均值作为一 计算单位
,

各型的检测结果如表



病毒学杂志
, 工 了

表 不 同病 日血清 特异 性 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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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可 以看出
,

特异性 与病情轻重无关
,

三型在不同病 日的滴度升降

交错 除中型外
,

均有上升趋势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组间差异无 显著性
。

如果按临床

分期进行分析
,

结果如表 连 ,

图

表 不 同病期血清特异性 检钡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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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中
一

可以看出
,

三型在恢复 动均 长下 降
,

有不断升高的趋势 三型在各期交错

升
、

降
,

多尿期和恢妞期在 气侧均明显高于前三期
,

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
,

组间差异无显

著性
,

而各组组 内差异有高 咬 二井引土
,

进一步进行两面比较
,

结果是 多尿期
、

恢复期

与前三期之间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

其余各期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

讨 论

一
、

张成文等报道 第
、

病 日分别可以检 出血清 特异性 妙工和坛 〔“ 〕,

木文报道于第
、

病 日可检测到 特异性 和坛
,

第 病 日 坛 的阳性率达
,

直至痊愈出院仍为 第 病 日 阳性率 为
。

因此
,

作者在肯

定 的检测可用于早期诊断外
,

认为检测 同样能作为早期诊断依 据
,

这一点廖

化新等曾提出过〔“ ’。

此外
,

两例阴性 烤 结果的病人
,

坛 为阳 性结 果
。

虽然张方振

等认为肯定有隐性感染存在〔 〕,
但这两例病人均有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经过

,

且其中有

例双份血清的 特异性 有 倍以上增长
,

综 合看 来
,

不是 由 于回 忆反应所

致
。

因此
,

较之 更为全面
。

二
、

三型病人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表明
,

血清 特异性 与病情的轻 重关系

密切
,

而 坛 则与病情轻重无关
。

因此
,

作为病情轻重和 予后的 判断指 标之一
,

是血

清 特异性 的水平
,

而不是 的水平
。

从分 型标准看来
,

轻
、

中两型 有差

别
,

从 的水平看来
,

二者无差别
,

这说明可能还有更为合 理的分 型标准用 以解释

这种病情与 殆 水平既平行又分离的现象
。

三
、

结 在少尿期的低峰较 烤 明显 而且低血压期的 水平显著高于少尿期

水平
,

而 艳 在低血压期到少尿期几乎是上升
,

这说明 馆 的减 少与少尿期的出现存

在一种密切关系
,

究系谁为因或果或互为因果
,

有待进一步证实
。

邢 光 辉 等报道〔“ , ,

殆 的复合物水平在各期均比 复合物水平高 张成文等亦报道尿巾 驰 的 滴度比

高 〔“ 〕。

据此
,

作者设想 正是 由于大量的复合物形成
,

一方而使 咭 在血清中的水

平骤降
,

另一方面
,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复合物造成了少尿期这样的特殊疾病过程
。

这

一结果也可能为免疫复合物致病说提供一个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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