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相关'关于
c4

的致病性目前尚无统一观点#钟山等)

A

*认为

不同生物群$基因群%的
c4

与
]ac

和宫颈炎无关#曹玉璞和

叶元康)

C

*则认为
c4

生物
$

群为男性泌尿道感染的潜在病原

体#

c4

生物
!

群较
$

群对男性生育力的破坏强)

CB=

*

#而徐小平

等)

!"

*研究发现女性
c4

感染与寄居均以
c4

生物
!

群为主#

c4

生物
$

群与妇女
]ac

发病率具有显著相关)

!"B!!

*

'

c4

可

一过性存在$或寄生%在人体泌尿生殖道而无临床症状#临床检

查到
c4

并不能判断是携带状态还是感染状态#因此患者的临

床症状和体征对本病的诊断及是否需要治疗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实验中男性患者的标本中
c4

生物
!

群(

$

群的检出率与患

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

&

$

g"<AA

#

!

'

"<":

%&而女性患者生物
!

群的检出率以及临床症状和体征的

阳性率显著高于生物
$

群$

&

$

g7<C!

#

!

$

"<":

%#结果提示!

c4

生物
!

群(

$

群对男性致病性无差异#而生物
!

群则是女性
c4

感染中的优势菌群'

c4

分群有助于临床明确诊断#同时还可以用于指导临床

用药#国内外均有学者报道#不同
c4

生物群对药物的敏感性

不同#

c4

生物
!

群对治疗
c4

的一线药物如大环内酯类的耐

药率比
c4

生物
$

群高)

7

#

!$

*

'因此#开展临床
c4

生物群的检

测#区别对待
c4

不同生物群感染的治疗#对合理地处理患者(

减少临床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耐药菌株产生与播散等有

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样本量#采用
Y(V

技术对不同

c4

生物群进行分型#并结合
c4

培养鉴定(体外药敏试验及临

床治疗效果#进一步深入研究
c4

生物群与泌尿生殖道感染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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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检测尿液中淋球菌的分析

高志华!金
!

印!陈
!

峰

"广东省东莞市南方医科大学广济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

'+6

#检测淋球菌"

]a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方法
!

对
$!C

例疑似患者生殖

道拭子行
'+6

!

Y(V

和
]a

培养检测!同时对对应的
$!C

份尿液标本行
'+6

检测%结果
!

'+6

平行检测同一来源的拭子标本和

尿液标本!检测结果完全一致%与
]a

培养法相比!

'+6

对尿液(拭子标本的检测灵敏度为
!""<""Q

!特异性为
==<$AQ

&与
Y(V

法相比!

'+6

对尿液(拭子标本的检测灵敏度为
!""<""Q

!特异性为
=A<"CQ

%

'+6

法对拭子标本和尿液标本检测结果的符合率

为
!""<""Q

!经卡方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

$

g"

!

!

'

"<":

#%结论
!

'+6

技术检测拭子及尿液中的
]a

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

性!与
]a

培养相比耗时短!与
Y(V

相比其可用于判愈!防止过度治疗%为
]a

的实验室诊断提供新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尿分析&

!

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

!

聚合酶链反应

!"#

!

!"<#=>=

"

?

<2))@<!>A#B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B"$

!!

实时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

)2M41H0@ED4)0M

I

12K2/0H2D@

0@;HE)H2@

J

#

'+6

%是建立在
V]+

恒温扩增和实时荧光检测技

术基础上的第二代核酸检测技术)

!

*

'其基本原理是同一温度

下#首先通过
&B&X[

逆转录酶产生靶标核酸$

V]+

%的
!

个

双链
-]+

拷贝#然后利用
6AV]+

多聚酶从该
-]+

拷贝上

产生多个$

!""

$

!"""

个%

V]+

拷贝&每个
V]+

拷贝再从逆

转录开始进入下一个扩增循环&同时#带有荧光标记的探针和

这些
V]+

拷贝特异结合#产生荧光'该荧光信号可由荧光检

测仪器实时捕获#实时反映扩增循环情况'该技术具有高灵敏

度(高特异性(低污染(反应稳定等优点'该技术作为新一代的

核酸扩增检测技术能够广泛地应用到病原体检测(血液病毒筛

查和环境微生物检测等领域'本文以尿液作为样本#用
'+6

法(

Y(V

法及淋球菌培养法进行检测#以评价
'+6

检测技术

在淋球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及试剂
!

淋球菌
'+6

检测试剂盒由上海仁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Y(V

试剂盒由深圳匹基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提供#淋球菌培养皿由郑州博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实时荧

光核酸扩增仪为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就诊的疑

似患者#其中男
C:

例#女
!##

例#每份患者取
#

份分泌物拭子

标本和
!

份尿液标本'

?<A

!

标本采集
!

取材方法按常规操作)

$

*

#即男性患者由尿道

口内
#/M

处(女性患者由宫颈口内
!

$

!<:/M

处取材'棉拭

插至取材处后#转动并停留数秒钟'第
!

个拭子用于淋球菌培

养&第
$

个拭子取后洗于
!MX"<=Q

盐水#

T$"\

冰箱保存#

作
Y(V

测定用#第
#

个拭子取后洗于
!<:MX"<=Q

盐水#取
!

MX

混合液至专用尿液保存液中$试剂盒提供%#混匀#

T$"\

冰

箱保存#用于
'+6

测定'采集前
$G

不排尿#取
!MX

首段尿

液至专用尿液保存液中$试剂盒提供%#混匀#

T$"\

冰箱保存#

用于
'+6

测定'

?<B

!

检测
!

尿液和拭子标本同时行
'+6

检测#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操作'

?<C

!

淋球菌培养
!

见参考文献)

$

*'

?<D

!

统计学处理
!

用
'Y''!"<"

软件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

@

!

结
!!

果

@<?

!

'+6

(

Y(V

及淋球菌培养检测结果$表
!

%'

'+6

检测尿

液标本与拭子标本的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

例
'+6

阳性而淋

球菌培养阴性#

7

例
'+6

阴性而
Y(V

阳性'尿液标本不适用

于
Y(V

和淋球菌培养#故均以拭子结果为参照'

表
!

!

'+6

#

Y(V

及淋球菌培养检测结果$

'

%

方法 $

'

%

培养

阳性 阴性

Y(V

阳性 阴性

'+6

阳性
C! C" ! C! "

'+6

阴性
!#A " !#A 7 !##

合计
$!C C" !#C C: !##

@<@

!

'+6

检测法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

以淋球菌培养结果作

为参照#

'+6

尿液"拭子标本的检测灵敏度为
!""<""Q

$

C"

"

C"

%#特异性为
==<$AQ

$

!#A

"

!#C

%#

&

$

g"<"!

#

!

'

"<":

'以

Y(V

结果作为参照#

'+6

尿液"拭子标本的检测灵敏度为

!""<""Q

$

C!

"

C!

%#特异性为
=A<"CQ

$

!##

"

!#A

%&经卡方检验#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g"<"$

#

!

'

"<":

%'

@<A

!

'+6

法对拭子标本和尿液标本检测结果的符合率分析

!

'+6

法对
$!C

例患者的拭子标本和尿液标本进行检测#

$

组

标本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Q

#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g"

#

!

'

"<":

%'

A

!

讨
!!

论

淋病是最常见的性病之一#近年来淋病的发病率呈直线上

升趋势#此外#淋球菌感染可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达
:

倍以

上)

#B7

*

'目前
]a

检测都是以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作为检

测标本#容易增加患者的取样痛苦#降低患者的检测意愿#同时

在敏感性和特异性上都有不足'培养法一直被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为用于诊断淋球菌感染的-金标准.#淋球菌培养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都较好#但是耗时长#而且容易造成女性患者尿道感

染的漏检)

:B>

*

'

Y(V

敏感性高#对采集标本的要求并不那么严

格#但是
Y(V

不能够区分病原体是死菌还是活菌#不宜用作判

愈#患者经治疗后病菌死亡(症状消失即可判为治愈#如果要等

体内死菌也全部排完#

Y(V

转阴#势必造成过度治疗)

ABC

*

'本

研究中有
7

例
Y(V

阳性而
'+6

及淋球菌培养阴性#说明以

Y(V

作判愈易造成过度治疗'

'+6

能够对患者泌尿生殖道分

泌物及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尿液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取样标

本#也很有临床价值'与
Y(V

相比#该方法只检测病原菌体

V]+

#因活菌中才有完整的
V]+

片段#故能排除患者治疗后

病灶处残留的
-]+

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V]+

在死亡的病原

体中快速降解#有利于临床用药后的疗效监测及判愈'

V]+

在环境中极不稳定#容易降解#大大降低了交叉污染引起的假

阳性问题#污染概率小)

=B!"

*

'

本研究显示#利用
'+6

检测来源相同患者的拭子和尿液

标本#结果完全一致#表明尿液标本可以代替拭子标本'在

$!C

例标本中有
!

例
'+6

阳性#而淋球菌培养阴性#这可能由

淋球菌培养敏感性不足所致#这例标本经
Y(V

检测后得到验

证'也证明了
'+6

的高灵敏度'有
7

例
Y(V

阳性而
'+6

及

淋球菌培养阴性#这说明
'+6

作为判愈的优越性'总之#

'+6

在临床应用中#表现出采样方便(耗时短(低污染(结果准确可

靠等优点#为淋球菌的实验室诊断提供新的采样方式和检测方

法#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检测方法'

参考文献

)

!

* 顾伟鸣#杨阳#吴磊#等
<

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检测泌尿生

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_

*

<

临床检验杂志#

$"!"

#

$C

$

$

%!

$A!B$A$<

)

$

* 叶顺章
<

性传播疾病的实验室诊断)

&

*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A#BC!<

)

#

* 张伟#刘坤#姜德玉#等
<

淋球菌
Xb'$(A

表位筛选及其与
%,/

融

合蛋白的原核表达)

_

*

<

免疫学杂志#

$"!"

#

$>

$

>

%!

7=CB:"><

)

7

*

aD

I

010S52)G@0SD@E-

#

+

II

0@-Y

#

'2@

J

GW<Y5EF01E@/EDK(G10M

L

;20

H50/GDM0H2)2@ '2@

J

0

I

D5E0@ NDME@ 4@;E5

J

D2@

J

HE5M2@0H2D@ DK

I

5E

J

@0@/

L

)

_

*

<+@@+/0;&E;'2@

J

0

I

D5E

#

$""=

#

#C

$

:

%!

7:AB7>"<

)

:

*

YEE12@

J

Vd

#

6D

L

E,

#

_E))0M2@EY

#

EH01<YDD12@

J

DK452@E)

I

E/2B

ME@)KD5Y(VHE)H2@

J

!

0/D)H)0F2@

J

)H50HE

JL

KD5(G10M

L

;20H50/GDB

M0H2)/D@H5D1

I

5D

J

50MME)

)

_

*

<'ER650@)M*@K

#

!==C

#

A7

$

!

%!

>>B

A"<

)

>

* 徐杰伟#何艳嫦
<

三种方法检测淋病奈瑟菌的结果分析)

_

*

<

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A

* 叶顺章#王千秋#王荷英#等
<Y(V

检验技术在性病临床标本实验

诊断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_

*

<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

#

!>

$

!

%!

>BC<

)

C

* 黄培忠#马超#黄静
<

淋病奈瑟菌
#

种检测方法结果分析)

_

*

<

检验

医学与临床#

$""=

#

>

$

$"

%!

!A:"B!A:!<

)

=

* 苏敬泽#汤全贵
<

拭子培养(尿沉渣培养和聚合酶链反应
B

杂交梳

检测淋球菌)

_

*

<

中华皮肤科杂志#

$""!

#

7#

$

$

%!

!ACB!C"<

)

!"

*

X0NEY<(0M

I

052)D@DKHGE

J

E@B

I

5D3E+

I

HM0(+&,b$0))0

L

HD

HGE+&YX*(bV (6

"

]a0))0

L

KD5;EHE/H2D@DK(G10M

L

;20H50B

/G0M0H2)0@;]E2))EH520

J

D@D55GDE0E2@452@E)0M

I

1E)K5DM+4)HB

H0120@ME@0@;NDME@

)

_

*

<_(12@&2/5D32D

#

$"">

#

77

$

!C

%#

$>!=B

$>$!<

$收稿日期!

$"!!B"CB"=

%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