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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虽已有市售试剂盒用于人乳头瘤病毒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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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但是#该类产品所能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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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高危
%C

型与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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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型$多为妇

科宫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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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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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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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根据其致癌性的高低分为高危型与低危型&而根据

其易感染的部位不仅有黏膜型#还有皮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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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现

有的试剂盒根本无法满足临床与科研的需要#而国外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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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病毒核酸扩增荧光检测试剂盒$高危型,低危型%比较#对于

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扩增荧光检测试剂盒$高危型,低危型%检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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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检出的阳性数为
(A

例+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扩增

荧光检测试剂盒检测的阳性标本均经
'D

琼脂糖凝胶电泳
K>

F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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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方法可以检测广谱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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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低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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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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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扩增荧光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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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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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大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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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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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也纷纷报道了与人类各种疾病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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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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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皮肤病而言#同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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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报道称寻常疣$如发于手足部的称跖疣%主要是由
+42

%

,

'

,

K

,

J

,

'J

,

>J

,

(>

引起'

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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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满足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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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工作

的需要#更不能有助于研究新的与疾病相关的
+42

型别+所

以#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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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黏膜型与皮肤型%检测方法的建立无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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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检测广谱人乳头瘤病毒#并严格把握引物浓度与退火温度#

减少非特异性荧光信号#达到检测的最佳效果#最后通过熔解

曲线分析来区别特异性与非特异性扩增+通过对黏膜型和皮

肤型
+42

标本检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两种方法检出率相当并

有高度一致性+因此#

[c,!a:;;I

实时荧光
46!

方法不仅具

有与
R;

S

;I;:-N;46!

方法相当的检出率和广谱性#而且在操

作程序上大大优化#更加有利于临床
+42

筛选及科研工作的

开展+

尽管
[c,!a:;;I

实时荧光
46!

方法检出敏感性低于市

售试剂盒#但是其能够检测皮肤来源的
+42

#在高通量检测广

谱
+42

方面具有相当优势#仍可以作为临床检测广谱
+42

的良好方法+对于其检测效率低于现有试剂盒的原因分析#本

组认为最大的因素可能与
R;

S

;I;:-N;

引物有关#因为该引物属

兼并引物#与每一型
+42

均有不同程度$

%

%

K

个碱基%的错

配#由此影响了检出效率+

综上所述#经改良的
[c,!a:;;I

实时荧光
46!

方法既

保持了
R;

S

;I;:-N;46!

高通量,广谱的优点#又简化了操作步

骤#在工作效率方面得以大大提高#使其更具临床与科研应用

价值+由于此改良的实时荧光
46!

方法国内$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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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聚集而失去结合能力+静电排斥和范得华引力的相互作

用的平衡使纳米金溶液保持稳定的胶体状态+然而#当额外的

离子物质使范得华引力大于静电排斥力时#纳米金发生聚沉#

颜色由红色$

,

F-̀

(

>'&IF

#

=>'&

%变为蓝色$

,

F-̀

(

>B&IF

#

=>B&

%

'

(

(

+纳米金表面包被蛋白质分子#如抗体能阻止这种不

稳定+金标抗体的最适
8

+

值和最适抗体量可以通过比较

$

=>'&g=>B&

%值确定+本实验
8

+

值在
B@>

时出现拐点#因

此
B@>

是最适标记
8

+

值+

(&F

S

"

F*

纳米金时抗体曲线图出

现拐点#则最小抗体稳定量为
(&F

S

"

F*

纳米金#最适抗体标

记量是
(&F

S

"

F*

纳米金
e%C&D ?JBF

S

"

F*

纳米金+

虽然点加了抗体的硝酸纤维素膜和结合垫冷冻干燥条件

下组装的试纸免疫金的释放速度和程度最好#但膜和垫很容易

在室温下潮解#而且在工业化生产时成本增加+

'( Z

和

CJZ

,湿度
'(D

条件下干燥#免疫金的释放程度和速度#前者

较后者好#从温度对抗体活性的影响及工业生产成本等角度考

虑#选择
'(Z

,湿度
'(D

的干燥条件较为合理+

本法与
_*#[=

法同时检测#用化学发光法测定了
="4

含

量的血清标本的阳性符合率结果显示#

="4

&

%&I

S

"

F*

时两

者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当
="4

'

%&I

S

"

F*

时#两者的阳性符合率为
%&&D

+当血清中
="4?'A%'I

S

"

F*

时#只出现了检测线未出现质控线#即出现明显的后带现

象#与理论相符+临床上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4

含量时#通常

将
="4

'

'&I

S

"

F*

作为临床阳性筛检的标准#表明本法研制

的
="4

侧流免疫快速检测试纸#在检测
%&I

S

"

F*

以上的

="4

含量时是可信的#其检测结果能满足临床筛检的需要+

有学者也认为免疫层析法是一种简便,快速的检测分析法#而

且无需特殊仪器设备#值得在各级医院推广#因此建立这样的

研究平台对于开发病原微生物感染及肿瘤特异标志物的快速

检测有重要意义'

J1A

(

+但纳米金试纸的关键就是要解决灵敏度

低的问题#这方面可以考虑选择特异性好的抗体及优化试纸研

制的各项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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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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