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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MX

!二步法为"

"<!

$

"<$

#

*c

(

MX

%结论
!

一步法与二步法
%,)+

J

试剂灵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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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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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广#发病率高#

且目前无治愈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的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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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意义'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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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的检测并进行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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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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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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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提取血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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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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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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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磁珠总
V]+

提取法"磁珠法#$柱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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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法"柱式法#提取血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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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定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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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评价提取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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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产量&通过设计引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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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

扩增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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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家基因"

a+Y-%

#!以观察各方法提取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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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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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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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分别

为
652UD1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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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式法"

!<=$̀ "<!$

#&扩增管家基因
a+Y-%

!其
(H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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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和动物

学等各个领域'在分子生物学实验中#提取基因组
V]+

是一

项基础工作#能否获得高纯度(一定浓度的模板#是后续实验成

败的关键之一'现在用于提取总
V]+

的商品试剂盒很多#根

据原理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
652UD1

法(磁珠法和柱式法
#

种#

各试剂盒提取效果如何#本文设计实验对上述方法进行评价#

现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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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J

GH/

L

/1E7C"

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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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磁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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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

试

剂由上海之江公司提供#柱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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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试剂由上海科华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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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混匀#室温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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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氯仿#用力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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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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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离心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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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M2@

#取上层液相至另一灭菌
!<:MXE

II

E@;D5K

管#加入等体积异丙醇#轻轻颠倒混匀#室温静置
!"M2@

&

7\

#

!#"""5

"

M2M

离心
!:M2@

#弃上清液#加入
:""

#

XA:Q

乙醇#

颠倒混匀&

7 \

#

C"""5

"

M2M

离心
:M2@

#弃上清液#干燥
:

+

A: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