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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在布鲁氏菌病 
不同流行地区的现场应用 

朱明东，杨 蓉，洪林娣，钟春梅，赵文宇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3 

摘要： 

目的 验证胶体金免疫层析法（GICA）在布鲁氏菌病不同流行区现场应用的价值。方法 选择布鲁氏菌病不同流

行区人群，采用GICA、斑点金免疫渗滤法（DIGFA）和试管凝集试验（SAT）平行检测布鲁氏菌病人群抗体 。结

果  GICA、DIGFA和SAT检测重流行区、监测地区和非疫区人群抗体阳性率，3种方法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ICA和SAT平行检测布鲁氏菌病重疫区人群抗体结果，二者阳性符合率为94.2%。GICA和SAT平
行检测布鲁氏菌病非疫区人群抗体结果，二者阴性符合率为99.6%。GICA检测不同疫区之间人群抗体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GICA不仅可及时快速发现患者，而且可监测疫情，反映流行程度，在布鲁氏菌

病不同流行区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对巩固布鲁氏菌病防治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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