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专栏

·75·

健康世界  2022 年第 30 卷第 5 期

（上接第 76 页）

当前围术期所使用的教育指导工作，需要考虑到教育对象

除了患者，也包括患者家属以及陪护人员。尽可能地为患者

提供一个良好的疾病治疗环境，让他人做好疾病治疗所需的辅

助，减少护理工作压力的同时，提升患者整体的治疗体验感受。

要让患者家属了解治疗有关注意事项，生理、心理、认知层

面都需要做好对应说明，提供对应纸质手册或者手机电子文

章等方式，具体依据个体情况所需而定，避免笼统一刀切。

总而言之，急性阑尾炎患者围术期运用护理干预，可以有

效提升患者围术期治疗依从性，减少术后并发症，整体手术

治疗恢复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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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检测报告解密：如何从“阳”到“阴”看懂健康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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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 , 作为一种古老的性传播疾病，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

流行。一张薄薄的检测报告，背后牵动的是无数人的忐忑与

迷茫。有人看到“阳性”便陷入绝望，误以为终身无法摆脱

污名；有人发现“阴性”便放松警惕，却不知可能正处于危

险的窗口期。所以梅毒检测报告不是简单的“健康判决书”，

而是需要科学解码的“健康密码”。但是，报告单上密密麻

麻的英文缩写、数字符号，是不是像一串“神秘密码”让人

一头雾水？别担心！今天就带你轻松“解码”梅毒检测报告，

让你面对结果不再忐忑与迷茫。

一、梅毒检测的两大“法宝”：特异性与非特异性抗体 
梅毒检测报告里，最关键的两项指标是梅毒特异性抗

体（TPPA/TPHA）和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如 RPR/

TRUST），它们就像两位“侦察兵”，从不同角度“搜查”梅

毒的踪迹。

1. 特异性抗体检测（如 TPPA/TPHA）

直接检测针对梅毒螺旋体的抗体，一旦感染，即使治愈也

会终身阳性，是梅毒的“终身标记”。阳性结果提示感染过梅毒，

但无法区分现症感染还是既往感染。

2. 非特异性抗体检测（如 TRUST/RPR）

检测人体对梅毒感染后释放的类脂质物质的反应抗体，滴

度变化反映病情活动性。阳性提示现症感染或病情活动，治

愈后可转阴，是疗效监测的“晴雨表”。

二、检测结果组合的“四重密码”

两种检测结果的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临床意义

TPPA/TPHA
（特异性）

TRUST/RPR
（非特异性）

临床意义

阳性 阳性 现症梅毒（需治疗）

阳性 阴性 既往感染或治愈后（无需治疗）

阴性 阳性 阳性（需排除其他疾病）

阴性 阴性 未感染或极早期（窗口期需复查）

案例解析：

案例 1：孕妇小罗 TRUST 阳性，但 TPPA 阴性，最终确认

为妊娠导致的假阳性，顺利分娩。

案例 2：某患者 TPPA 弱阳性，TRUST 阴性，结合病史发现

为既往感染已治愈，无需治疗。

三、假阳性与假阴性：那些“不靠谱”的检测结果

1. 假阳性的常见原因

生理因素：妊娠、老年人免疫功能紊乱。

疾病干扰：红斑狼疮、HIV 感染、肿瘤等。

处理建议：重复检测、结合临床病史、开展确证试验（如

TPPA/TPHA）。

2. 假阴性的潜在风险

窗口期：感染后 2-4 周内抗体未产生，需复查。

前带现象：抗体浓度过高导致检测失效，需稀释后复测。

四、特殊人群的检测注意事项

1. 孕妇 : 由于梅毒可经胎盘传播，需孕早期筛查。若

TPPA阳性但TRUST阴性，可能为既往感染，但需排除胎儿风险。

2. 新生儿 : 母亲抗体可能通过胎盘传递，需结合 TPPA 滴

度变化及临床症状判断是否为先天性梅毒。

五、确诊梅毒后的“三步走”策略

1. 第一步：规范治疗——选对药物，用足疗程

首选青霉素：一针“断根”的关键。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

“黄金标准”，它能直接杀灭梅毒螺旋体。如果对青霉素过

敏者选用多西环素替代。需要注意的是，务必完成全部疗程，

自行停药会导致治疗失败甚至产生耐药性。

2. 第二步：定期随访——滴度监测比治疗更重要

梅毒治疗是否成功，关键看非特异性抗体（TRUST/RPR）

的滴度变化。在治疗后第 3、6、12、24 个月各查一次 TRUST

滴度。若合并 HIV 感染，需延长随访至 3年以上。

3. 第三步：生活管理——切断传播链，保护身边人

治疗期间禁止性行为，治愈后需持续使用避孕套直至

TRUST 转阴（通常需 1-2 年）。所有性伴侣（包括无症状者）

必须同步检测，若确诊需立即治疗。个人用品（毛巾、剃须刀等）

要单独使用，避免血液接触传播。另外育龄女性治愈后需避

孕 1年，妊娠期间需额外加强监测。

六、结语

梅毒检测报告不是“生死判决书”，而是健康管理的指南

针。无论是“阳”或“阴”，科学解读、及时干预才是关键。

因此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检测结果，早发现、早治疗，让梅

毒不再成为生命的“隐形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