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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 ( Hp SA ) 检测在诊断患者幽门螺杆菌

( HP) 感染中的价值
朱永朝

(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 检验科
,

河南 滑县 )

摘要 :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 (H SP )A 检测在诊断患者幽门螺杆菌 (H )P 感染中的价值
。

方法 选取 20 14 年 1 月 至 20 15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 2 0 0 例因上消化道症状而就诊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对其进行胃镜活检快速尿素酶试验以及 组织切片染色联合检

测
,

以此作为 H P 感染的诊断标准
。

并对其进行 H P s A 检测
,

评价 H P s A 检测的敏感性
、

特异性及准确性
。

对治疗后的患者进行
’ 3c

尿素呼气试验及 H P s A 检测
,

评价 H P s A 检测在随访中的对 H P 敏感性
、

特异性及准确性
。

结果 H sP A 检测通金标准比较
,

敏感性

9 5 2 % ( 12 0 212 6 )
,

特异性 9 5 , % ( 7 127 4 )
,

准确性 9 5 5 % ( 19 122 0 0 )
。

根除治疗后
,

H P s A 与
’ 3e 尿素呼气试验的敏感性分别为

85 7 %
、

95
.

0 %
,

特异性分别为 95 刀%
、

98 刀%
,

准确性分别为 93
.

3%
、

96 7 %
,

且 二者比较无 明显 统计学差异
,

尸 > a 05
。

结论 H sP A

检测具有经济
、

简便
、

非入侵性的优势
,

在对 H P 感染的诊断及疗效评价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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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幽门螺杆菌是胃十二指肠疾病发生的重要病因
,

为消化

性溃疡
、

慢性胃炎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诱发因子 1[]
。

目前
,

已

被国际癌症中心列为重要致癌因素 2[]
。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

不断发展
,

对于检测 日p 的方法越来越多
,

胃镜活检被认为是

诊断的金标准
。

但其具有创伤性
,

不易被患者所接受
,

为此

寻求一种非侵入性且准确性高的检测方法成为 日p 感染的研

究热点
。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 2 0 0 例上消化道疾病患者的临
床资料 探讨 日sP A 检测对诊断患者 日p 感染的临床价值 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

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选 取 2 0 14 年 1 月 至 2 0 1 5 年 12 月 间 我 院 收治 的 2 0 0

例因上消化道症状而就诊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其 中男性

患 者 1 1 2 例
,

女 性患 者 8 8 例
,

年 龄 1 6 ~ 54 岁
,

平均 年 龄为

( 3 3
.

7士 6
.

2 )岁
。

经胃镜确诊后 户漫性胃炎 63 例
,

胃溃疡 3 6例
,

十二指肠溃疡 6 5 例
,

十二指肠球炎 3 6 例
。

所有患者均排除
4 周内药物治疗史包括 日2 受体阻断剂

、

秘剂
、

抗生素等
。

1 .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胃镜活检
。

取 3 处不同部位胃粘膜
,

分别

进行快速尿素酶实验及组织切片染色
,

对于确诊的 日 p 感染

患者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三联根治疗法 万程 7 do

1
.

2
.

1 H P S A 检测

收集患者清晨粪便于
一

2。℃下保存
。

取 。
.

19 标本于试

管中 加入 4 。即 L样 品稀释液
,

摇匀
。

取 1。。目 L 上述样品

液置于板孔 中 加入酶标抗体 1 00 目 L
,

室温孵育 10 而 n ,

变

色后加入终止液
。

巧而 n 内进行吸光度测定
,

吸光度 之 0
.

121

为阳性
, ` 0

.

1 0 0 为阴性
,

介于二者之 间为不确定结果
,

需重

新测定
。

该项检测试剂盒来自北京协和药业有限公司
。

1
.

2
.

2 1 3
c 尿素呼气试验

患者 禁食 4 h 后
,

口服
13 C 尿 素

,

收集 患者 口服 13 C 尿

素前后 的呼 出气 体样本
,

进行 13 C 检测
,

仪 器采用 Eur 叩a

cS ien it 石c L i m it de 公司提供的尿素
13 c 呼气试验仪

。

结果 以
1 3 c o 2刀

, c o Z 之 5 % 为 H P 阳性
。

1
.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 p SS 18
.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士 标准差 ( 无士 , )表示
,

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率的比

较采用 才检验
。

以 尸 < 。
.

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

1 H P S A 检测结果与金标准检查结果的对比
H P SA 检测通金标准 t匕较

,

敏感性 95
.

2% ( 1 2 0门 2 6 )
,

特

异性 95
.

9% ( 7 17/ 4 )淮确性 95
.

5% ( 19 1 2/ 0 0 工 如表 1 所示
。

表 1 H P S A 检测结果与金标准检查结果的对比

H P S A

—
合计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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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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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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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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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HP S A 与
`3 C 尿素呼气试验结果在根除治疗后的对比

共 1 2 0例患者完成根除治疗
,

经胃镜活检后 ,9 9例为根

除成功
。

这 9 9例患者分别经 日 p S A 与
1 3 C 尿素呼气试验检

测
,

其中 日p SA 阳性 5 例
,

阴性 94 例 ;
1“ C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

2 例
,

阴性 9 7 例
。

在未 成功治疗的 21 例患者中
,

日 p SA 阳

性 1 8 例
,

阴性 3 例 刃C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 1 9 例
,

阴性 2 例
。

两种检测方法的敏感性分别为 8 5
.

7%
、

95
.

0%
,

特异性分别为

95
.

0%
、

98
.

0% 淮确性分别为 93
.

3 %
、

96
.

7 % 且二者比较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 刃 > 0
.

05
。

表 2 H P S A 与
` 3

C 尿素呼气试验结果在根除治疗后的对比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H P S A

, 3
C 尿素呼气试验

例数

12 0

12 0

才值

尸 值

( 8 5 7 ) 1 82/ 1

( 9 0石 ) 1 92/ 1

0
.

0 5 8

> 0
.

0 5

(9 5刀) 9 4/ 9 9

(9 8刀) 9 7 /9 9

0
.

33 4

> 0
.

0 5

(9 3 3川 2门 2 0

(9 6 7川 6门 2 0

0
.

2 84

> 0
.

0 5

种 日 p 膜外抗体制备的 日 pS A 试剂盒 河在粪便中检测到 日 p

抗原的存在
,

并且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为良好
,

因其直接检

测抗原而非抗体
,

因而可信度较高
。

并且其不受 日 2 受体拮

抗剂
、

抗生素
、

秘剂的干扰 5[] 。

胃粘膜一般 1
一

d3 脱落一次
,

定植于表面的 日p 则随脱落的粘膜一起排到粪便当中
,

若要

无治疗成功后
,

则 日p S A 难 以测出
,

若治疗不成功则在数 日

后升高 至原水平 6[]
,

因此可根据 日 p SA 进行患者治疗随访

的效果评价
。

本次研究中
,

日 p SA 检测通金标 准比较
,

敏感

性 95
.

2% ( 1 20 1/ 2 6 )
,

特异性 9 5
.

9% ( 7 17/ 4 )
,

准确性 9 5
.

5%

( 1 9 12/ 0 0 工 根除治疗 后
,

H P SA 与
1 3 C 尿素 呼气试验的敏

感性分别为 8 5
.

7 %
、

9 5
.

0 %
,

特异性分别为 9 5
.

0%
、

9 8
.

0%
,

准

确性分别为 93
.

3%
、

96
.

7%
,

且二者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

尸 > 0
.

05
。

说明 日 p SA 不论是在疾病 的诊断方面还是随访评

价疗效方面 均具有良好的准确性 河靠性
。

综上所述
,

日SP A 检测具有经济
、

简便
、

非入侵性的优势 在

对 日p 感染的诊断及疗效评价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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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p 感染对上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

随着对
日p 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人们对其致病性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

因此这就对 日 p 的检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

然而
,

目前对

日p 检查结果较为可靠的侵入性检查方法胃镜活检
、

组织学

及快速尿素酶检 查较为不便
,

且对机体造成创伤
,

更不利于

患者随访中的疗效评价
。

而
14 C

、 1 3 C 尿素呼气试验尿素呼气

试验也大多只是应用在患者复诊过程中开展
,

并且
14 C 具有

一定的放射性
,

因而孕妇
、

小儿禁用 4[] 。

此外
, 13 c 虽无放射性

,

但检测费用过于 昂贵 郊果患者肺部疾病严重则影响呼吸效

果
,

因而应用也较为局限
。

近年来
,

日p 感染的诊断试验逐渐向易操作
、

易推广
、

无

创伤的方向发展
。

日SP A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检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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