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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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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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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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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均是经过国家批检的合格产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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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易造成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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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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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血液标本进行了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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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和纯度采用紫外吸收的方法确定(

@#B#A

!

核酸扩增的产物分析
!

采用巢式
+,-

法(直接吸取

!&

(

X-/*

模板#加入
!&

(

XQ,\

反应混合液
!

#混匀#进行

逆转录和第
!

次扩增#反应条件!

@"W%&98>

%

(%W%98>

%

(@

W@%=

#

$&W$&=

#

"&

个循环(取出
+,-

反应管#每管中再加

入
!&

(

XQ,\

反应混合液
"

#混匀#进行第
"

次扩增#反应条

件!

$&W"98>

%

(%W%98>

%

(@W!&=

#

$&W@%=

#

@&

个循环%

扩增完成后于
f"&W

保存(

+,-

产物采用微流芯片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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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定量标记%然后观察阴'阳性对照孔是否正常出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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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产物凝胶电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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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芯片电泳的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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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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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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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阳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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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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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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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

为阳性(核酸扩增和微流芯片分析系统的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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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扫描图和凝胶电泳图中定位标记'定量标记'内对

照'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均很好呈现(以
!&

号标本为例的微

流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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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电泳扫描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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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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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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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电泳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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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本微流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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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扫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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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国内主

要使用第三代
LXZ7*

试剂检测#但由于厂家使用
Q,\

基因

重组抗原的质量和各抗原片段包被比例不同#使各厂家生产的

试剂之间灵敏度和特异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检出结果

的不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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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假阴性和假阳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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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实验方法应用于献血者的检测#能有效

减少输血引起的
Q,\

感染(国外已经有多个国家先后开展

了血液
Q,\

的核酸检测筛查(笔者使用稳定'可靠的
Q,\

核酸扩增及微流芯片检测方法进行了检测)

(

*

(

核酸扩增和微流芯片方法#其原理是采用微刻技术#将多

种微流结构诸如阀'压力系统'测定系统'反应仓等整合在芯片

结构上#液流中的分子在电极作用下#通过高压驱动流经特定

的路径#通过毛细管电泳技术实现分离$该方法比传统平板凝

胶方法快
%&

#

!&&

倍&(通过荧光检测识别不同大小的
./*

片段#并以数字化形式输出
+,-

产物大小等信息#这些图形直

观'结果易判断#可用于献血者的定性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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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扩增和微流芯片方法的特点是#各样品孔加入内对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Z>D[XCG4;K

!

7;

0

D;9G;B"&!!

!

\A:#'"

!

/A#!@



照#与
Q,\

在同一系统进行提取'扩增和检测#可有效监测整

个体系#防止假阴性产生#相比其他同类方法#具有更大的应用

推广价值(另外#采用巢式
+,-

扩增
Q,\./*

#应用
"

对特

异性引物序列#可很好地降低假阳性的产生(

结果表明#核酸扩增及微流芯片方法结果显示#阳性率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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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胶体金法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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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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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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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阳性份数相同$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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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核酸扩增及微流芯片

方法阳性份数没有比
,XZ*

方法增高#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检测

标本少#且标本中没有感染
Q,\

在
@#(

#

%&#(K

的,窗口期-

献血者有关(核酸扩增及微流芯片方法结果稳定'准确'灵敏

度高'假阳性低'重复性好#适合无偿献血者
Q,\

的筛查(但

由于检测成本高及对检测环境和人员要求较高#目前尚不能作

为常规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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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核酸扩增及微流芯片检测方法对

Q,\

感染的早期诊断是有益的#它能提高
Q,\

早期感染的

检出率和结果的准确性#此法优于
,XZ*

法和荧光定量
+,-

法)

!!5!"

*

#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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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疑标本作进一步检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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